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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又一次来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今天，是第24个全民国防
教育日，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学校、社区、乡村和企事业单位的一个个国防教育现
场，看到宣讲台前、训练场上、纪念馆里，活跃着一队队不穿军装的“兵”。

老兵，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力量。亲历战火硝烟，默默扎根边防，
英勇无畏逆行……老兵们闪光的军旅经历，成为他们播火传薪的宝贵财富。

有人说，当过兵的人，有着“相同的磁场”。在全国各地，胸怀火热赤诚
的家国情怀、国防教育的共同意愿，越来越多的“播火”老兵集结成队，在深
入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中携手前行。

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走近 3支退役军人国防教育团队，聆听老
兵们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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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月 ”活 动 正 在 各

地 如 火 如 荼 开 展 。 我 们 新 疆 乌 鲁 木 齐 老

兵 公 益 宣 讲 团 接 到 的 邀 请 ，达 到 一 年 中 的

“高峰”。

我今年 91 岁，在宣讲团 57 名成员中年

纪最大。虽然眼睛花了，耳朵也有些背，但

我的身体还算硬朗。趁着还能思考、能动、

能说，我总想把肚子里的那些国防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

1949 年秋天，我从老家甘肃定西参军，

入伍不久就随部队前往新疆喀什。靠一双

铁脚板徒步行军，在冰冷的戈壁滩宿营，投

身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戍守边疆 37

年的峥嵘岁月，积淀出军人本色，厚重了我

的人生。

离休后，我在乌鲁木齐安度晚年。2021

年的一天，长期从事志愿服务工作、2020 年

获评新疆“最美退役军人”的转业干部居海

林，到家中看望我。聊天中，他说起他们在

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支持下，组建

了一支老兵公益宣讲团，不少军旅经历丰富

的老兵参与其中。

这件事我举双手赞成，主动申请加入。

这几年，宣讲团队伍不断壮大，汇聚了老、

中、青三代老兵。为了让国防教育宣讲深入

人心，我们各展其才、各尽所能。每次宣讲

前，居海林都会带一个大皮箱，里面装满老

式军装、军号、军用水壶、子弹夹、望远镜等

老物件。每次到了宣讲现场，这些物品一摆

上桌，立刻就能吸引人们的目光。

一次，老兵韩广宁到学校宣讲，讲到“牺

牲”话题时，他先拿出急救包道具讲解战场

包 扎 方 法 ，随 后 又 让 一 名 学 生 扮 演 受 伤 战

士，躺在另一名学生怀里。“如果我牺牲了，

请帮我照顾父母”“放心，你的父母就是我的

父母”……生动的场景表演，让不少学生掉

下眼泪。

虽然我年纪大，但也不能落后。我特意

整理出《涉过塔里木河》《滚雷英雄罗光燮》

等 12 个小故事，烂熟于心。一次，我到新疆

军 区 某 部 宣 讲 ，一 边 讲 故 事 一 边 与 官 兵 交

流，两个小时过去，大家听得还不过瘾。一

个小战士说：“你们在那个年代经历的苦难，

我们要永远铭记，永远不忘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我觉得年轻人把故事听进去

了，虽然自己身体有点累，但心里特别高兴。

老兵公益宣讲团不断发展，2023 年组建

了红领巾宣讲小分队，成员包括我们这些老

兵的孙辈，还有部分学校推荐的优秀少先队

员。我们把记忆中的国防故事整理出来，孩

子们认真背诵讲稿，到博物馆、图书馆、科技

馆义务宣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红色

基因的传承。

9 月初，我到学校宣讲时，看到学生正在

军训。他们整齐的步伐、响亮的口号，让我

仿 佛 又 回 到 年 轻 的 时 候 。 未 来 ，我 还 要 以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讲好

国防故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推进国防

教育添砖加瓦。

（王梦缘、周赟整理）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讲述人：宣讲团成员、91 岁老兵 文德孝

图① :宋林沂（前）组织新生军训。

图② :刘明星（右）给小学生讲解国防知识。

图③ :新疆乌鲁木齐老兵公益宣讲团成员与小学生合影。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所在的辽宁石油化

工 大 学 组 织 2024 级 3500 余 名 新 生 开 展 军

训。作为学校大学生退役军人协会的老兵，

我们也活跃在训练场，配合现役教官开展各

项辅助训练。

训练之余，我们会和学弟学妹分享自己

的军旅故事。当我绘声绘色讲起自己在陆

军某部服役两年间担任狙击手、侦察员、雷

达操作手的经历时，总能赢得阵阵掌声。被

我们的讲述吸引，开学以来已有 10 多位学弟

学妹向我们咨询入伍相关政策。

我校大学生退役军人协会成立于 2021

年 11 月，由退役大学生士兵自发组成，如今

有 240 余名成员，在学校武装部指导下开展

工作。从协会成立第一天起，我们这些老兵

就把在菁菁校园播撒“国防星火”、助力征兵

宣传作为重要职责。

2023 年，我报名参加学校“爱我国防”演

讲比赛，走上讲台讲述了自己的一段军旅经

历。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战友背着 20

多公斤重的背囊和装备，踏上入伍后第一次

30 公里行军拉练。行至夜半时分，因为极度

困乏，我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不时撞到前

面战友的背囊，或是被后面的战友提醒。彻

底 让 我 清 醒 过 来 的 ，是 夏 夜 突 如 其 来 的 阵

雨。那天的雨格外大，雨水打在雨衣上，就

像在我们身上加盖了一层厚被子，大家的脚

步愈发沉重。直到雨势渐弱，黎明来临，我

们才抵达宿营地……

故 事 感 动 了 听 众 和 评 委 ，我 获 得 一 等

奖。赛后与同学们交流时，大家关注的重点

并不是这段经历有多苦，而是觉得我和战友

“有几分英雄气”，点燃了他们对军营的渴

望。这让我意识到，作为退役大学生士兵，

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军旅岁月中的亲身

体验、切身感悟。讲好迷彩青春的经历，就

是最生动的国防教育。

除了在学校开展各类国防教育活动，协

会成员还利用各种机会走出校门，把我们的

军旅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今年暑假，协会成

员先后前往 20 余所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足

迹遍布沈阳、铁岭、抚顺、大连等 6 个城市。

正值开学季，我们每天忙碌并快乐着。

前几天，我们在校园里设立纳新展位，邀请

更多的退役战友加入协会。希望我们的故

事可以化作“梦想之翼”，引领更多学子投身

军旅，向着更高远的天空飞翔。

（本报特约记者鲍明建、范奇飞整理）

迷彩青春 梦想之翼
■讲述人：协会会长 宋林沂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大学生退役军人协会

“我愿做一砖一瓦竭尽绵薄之力，继续

为共筑国防钢铁长城奉献力量……”不久

后，我将参加重庆市举办的“爱我国防”演

讲大赛决赛。这段时间我精心准备，不仅

前后数次修改演讲稿，还在几位团队成员

面前彩排了 10 多遍。走上大赛舞台，我想

讲 好 国 防 故 事 ，更 希 望 能 打 响 团 队 的 品

牌。因为，这支团队承载着战友们的坚持

和努力。

2002 年，我自主择业后进入一家为企

事业单位提供拓展训练的企业工作。作为

一名老兵，我借鉴在部队组织活动的丰富

经验，打破拓展训练通过游戏互动调动参

与热情、加深彼此信任的固定模式，通过讲

战斗故事、练军体项目等“军味”十足的方

式鼓舞斗志、凝聚士气，收到良好训练效

果。

2006 年底，时任重庆市新世纪国防教

育研究院院长袁启文，邀请我加入他们的

团队。当年，我两度随队奔赴边境一线，亲

眼目睹战友在炮火硝烟中英勇冲锋。走下

战场，我赴一家位于大山深处的军工企业

任职，被老员工们为了国防建设“献了青春

献子孙”的精神所感动。如果能有机会，把

那些用生命和青春诠释的国防故事讲给更

多人听，我怎么会拒绝？2007 年初，我受聘

成为该研究院的研究员。

成立于 2004 年的重庆市新世纪国防教

育研究院，是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

管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那些年，研究院

10 多位志愿者踌躇满志投身国防教育研

究，却因公益性质面临重重困难。“要把国

防教育活动开展起来，把研究院的品牌立

起来。”我是个不服输的性子，2017 年担任

研究院秘书长后，一心琢磨如何让国防教

育研究走上正轨。关键时刻，我找到热心

国防教育事业的老战友们：一级战斗英雄

刘保健带着自己的军功章来了；二等功臣、

伤残军人张永兴带着过硬的摄影技术和珍

贵的老照片加入；三等功臣、导演张民负责

活动策划、现场布置；三等功臣、播音指导

倪选林成为团队做好国防教育宣讲的“金

话筒”……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研究院组建

了党支部，有了专门的办公场地，还吸纳年

轻的退役军人加入，在微信公众号上常态

化更新“热点聚焦”“政策法规”“理论研讨”

等栏目，让国防教育线上线下一同发力。

“ 国 防 教 育 ，不 只 是 做 宣 讲 ”，这 是 研

究院成立的初衷。截至目前，研究院老、

中、青三代退役军人共 28 名研究员，正在

筹备编撰《国防教育辅导读物》，启动红色

故事抢救性挖掘保护工作，持续开展“战

斗故事进课堂”“国防展览进社区”“国防

知识竞赛进街道”等活动……我们希望通

过团队的研究和探索，让国防教育融入百

姓的日常生活，让国防教育的触角延伸到

社会每一个角落，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大家的思想共识

和行动自觉。

（周艳红、张莅涵整理）

线上线下 添砖加瓦
■讲述人：二等功臣、研究院院长 刘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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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大学生退役军人协会成员演示队列动作。

图⑤ :重庆市新世纪国防教育研究院成员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图⑥ :文德孝（右）给小学生讲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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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老兵公益宣讲团

重庆市新世纪国防教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