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知道革命先辈们为什么

那么勇敢吗？”

“因为他们信念坚定、理想远大。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满目疮痍，革命先

辈们为了建立新中国前仆后继。没有

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11 月 4 日，首课前 5 分钟，山东省

泰安市实验学校初一 3 班学生端坐课

堂，认真聆听老师孙敏讲述徂徕山起义

历史。在老师生动的讲述中，学生们仿

佛穿越时空，置身战火纷飞的年代。

为了讲好这堂课，孙敏在周末专

程到徂徕山起义纪念馆查阅资料、拍

摄照片。学生李阳听了之后，深受触

动：“那时候国家孱弱、装备落后，前辈

们付出了太多牺牲。长大后，我要用

所学知识，强我国防。”

新时代如何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

义 思 想 ，强 化 国 防 观 念 ，增 强 忧 患 意

识，一直是泰安市军地领导关注的课

题。去年底，他们联合成立调研组，深

入辖区中小学校和高校调研，探索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

今年 6 月，军分区、市委宣传部、教

育局等 6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深化运用

“首课思政负责制”广泛开展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的意见》，通过滴灌式教育滋

润心田，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爱国情怀，让

“红色”成为铸魂育人主色调。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泰安军分区

领导介绍，把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

重大政治责任，置于教育事业全局来推

进，是该市党政机关的共识。“首课思政

负责制”是军地共谋的育人新举。

“首课思政负责制”，即每天担任

第一节课的任课教师，承担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任务，由他们利用课堂前 5 分

钟的时间，结合党史军史、国家安全、

国防教育、时事热点等方面的内容，采

取播放微视频、讲故事等形式，灵活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该市已有 41 所高中、165 所

初中、463 所小学，以及 14 所中职学校

将“首课思政负责制”任务落实到日常

教学中，多所高校也在有序推进。

“‘首课思政负责制’的做法经过大

量论证和评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泰安市教育局领导介绍，之前，各

校国防教育虽然具备一定基础，但仍存

在系统性、连贯性不够的问题，同时受

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因素限制，教育

形式比较单一，课程安排随意性较大，

总体教育质效不够理想。

新泰一中是泰安市重点中学，也

是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每年向重点高

校输送的学子数量位于全市前列。走

进该校，仿佛置身红色的海洋。校内

设有党史军史长廊、国防教育宣传栏，

教学楼走廊里悬挂全军挂像英模和新

泰功臣榜。

推行“首课思政负责制”，校长崔

玉军下了很大功夫。“首课 5 分钟是教

育界公认的教学‘黄金时间’，在此时间

段青少年最容易集中注意力。每日一

课、久久为功、潜移默化，必然会在学生

成长的年轮中烙下深深的红色印记。”

落实“首课思政负责制”，不仅要靠

主动作为，还要靠一系列制度作保障。

该市明确学校党组织对青少年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负总责，党委书记是第

一责任人。“首课思政负责制”实施情况

纳入市对县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县（市、

区）教育部门、各学校分别将实施情况

纳入学校考核和教师年度绩效评价。

“我们还对军地有关单位的职责分

工做了明确。”市委宣传部领导介绍，军

分区每年负责协调驻军部队军营开放

日活动，为师生参观见学提供支持；各

县（市、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等单位，开展“功臣模范进校园”活动，

遴选优秀退役军人到学校担任国防教

育宣讲员，做好“兵校长”选聘工作。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近日，“空军飞行员优

质生源基地”泰安英雄山中学，举行“勿

忘国耻、振兴中华”主题升旗仪式。初

一学生李楠朗诵的《少年中国说》，抑扬

顿挫、铿锵有力，震撼现场师生。

“ 我 丈 夫 是 一 级 伤 残 军 人 ，在 参

加 边 境 作 战 中 受 伤 。 我 们 相 濡 以 沫

走过 45 年，把女儿、儿子都送到了部

队 ……”11 月 初 ，泰 安 第 六 中 学 近 千

名师生聚集学校礼堂，聆听山东省“十

佳兵妈妈”李永香讲述爱国拥军故事。

“首课思政负责制”就像一只蝴蝶

的翅膀，它的振动让泰山脚下的菁菁

校园掀起红色育人潮涌。

如今，泰安市的中小学，每逢“八

一”、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日都有国防

教育活动。

上图：泰安市望岳小学老师朱晓

蕾给学生讲国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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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千鸟园广

场东北角有间小木屋，“迅哥有约”4

个大字是它最明显的标志。每周六，

这里都会组织开展“强军故事会”。

11月2日，吃过早饭，14岁的初中生

孙这来到小木屋。他和故事会发起人陆

迅把会议室的角角落落都打扫一遍。

陆迅说，今天，退役军人李坤要来

小木屋讲述军功章背后的故事。

李坤服役期间多次立功受奖。故

事会上，他声情并茂的讲述感动现场

听众。令孙这没想到的是，李坤还把

军功章带到现场。这是孙这第一次

“零距离”触摸军人的荣誉。

陆迅是一名基层民警，热心双拥

志愿活动，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基层民

警”“全国最美志愿者”。“强军故事会”

的由来，得从他做公益的经历讲起。

1996年，陆迅开始参与公益活动，

成立“迅哥有约”志愿组织。当了解到

该区有不少参战老兵时，他带领志愿者

登门去帮老兵理发、干家务。渐渐地，

加入团队的志愿者越来越多，拥军服务

内容也更加丰富。

2022年初，一则让人揪心的消息传

到陆迅耳里：该区参战老兵仅剩56位。

“参战老兵舍生忘死、保家卫国，

是祖国和人民的功臣，不能被遗忘。”

陆迅决定将一间志愿服务室改成课

堂，邀请老兵现场讲述战斗故事，让更

多人受感染、受教育。

2022 年 12 月，以“老兵故事”为主

题的“强军故事会”，在“迅哥有约”小

木屋悄然展开。

没过多久，“老兵故事”就在附近

居民中引起热议，不少家长专程带孩

子到小木屋参观学习。这让陆迅更加

坚定了办好“强军故事会”的信心。

后来，因行动不便，许多老兵没法

再来小木屋。陆迅便组织志愿者把他

们的故事整理成册，发动专业团队为

老兵拍摄专题片，供市民观看、学习。

“许多老兵还献出老物件，成为小

木屋里珍贵的国防教育教材。”陆迅

说，随着故事会知晓度的提高，附近学

校、社区常到此借资料、学经验。

一次志愿服务，陆迅发现退役军

人蔡之甫的手机屏保是一张军功章照

片。询问得知，他曾在部队立功。这

让陆迅有了新想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的优秀退役

军 人 ，也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榜 样 。”2023

年，陆迅邀请 20 多名优秀退役军人，

开启“我的军功章”系列主题宣讲。

“ 小 木 屋 里 的 强 军 故 事 激 励 了

我。”该区青年吴珂常到此聆听强军故

事，今年报名参军。临行前，他对父母

说：“我也要建功军营、荣耀故里！”

一束光，照亮一片天。到这里宣

讲 的 退 役 军 人 也 成 为“ 接 力 者 ”“ 播

种者”。退役军人卓之苏成立“八一”

志愿者服务队，发动社区退役军人开

展志愿服务。30 多名退役军人被社

区、学校、企业聘为国防教育宣讲员。

“我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事。”陆

迅说，他正筹划组织兵妈妈、最美军嫂

走上讲台，用她们的感人事迹，带动更

多人关心军人军属，关注国防事业。

图①：“迅哥有约”小木屋外景。

图②：陆迅给小朋友讲解军功章背

后的故事。 罗艳艳摄

江苏省宿迁市公益志愿者陆迅组织开展“强军故事会”——

小木屋里的国防课
■孙宗亚 王 栋 本报特约通讯员 万东明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从少年儿童抓
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今年
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对主要内容、军地
职责等进一步明晰。如何让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系统规范、富
有成效，多地积极探索。山东省泰安市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和学习
规律，运用“首课思政负责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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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野、记者张东盼报道：

伴随急促的键盘敲击声，无人机腾空而

起。紧接着，水上综合支援保障分队前

出支援。日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

武部组织支援保障训练，民兵专业分队

表现亮眼。

南山区是全国知名的科技强区和

创新高地，不仅汇集多个行业领域的龙

头企业，还集聚许多完整新兴产业链，

科研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富集。

今 年 以 来 ，南 山 区 人 武 部 结 合 辖

区创新实力雄厚、科技企业和科研院

所集聚的特点，发挥互联网企业、无人

机产业和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领先优

势，深挖新兴领域潜力，编实建强民兵

专业分队。

“要建强民兵专业分队，单靠军事

机关孤掌难鸣。”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

以无人机分队为例，仅是教练员的培养

就需要很长时间和较大投入，而相关企

业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人才培养模式，依

托企业编组，可以有效缩短科技力向战

斗力转化的周期。

为此，他们邀请专家为党政机关领

导讲解世界新军事变革形势，以及新兴

领域战略能力要求，形成军地抓建共

识，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企业编建民

兵奖励办法，合力破解挖潜不深、编组

不实等难题。他们还走访调研科技企

业，详细了解经营、科研、人才储备等情

况，精准高效编建不同专业类型的民兵

分队。

“民兵队伍编建没有标准答案，只

有更优解。”人武部领导说，他们持续围

绕编建、组训等内容开展创新攻关，确

保把民兵队伍建设得更扎实更可靠。

目前，该区多支民兵专业分队在执行任

务中崭露头角，不少分队还在上级比武

中获得名次。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编实建强民兵专业分队

科技高地涌现后备新锐

尘土飞扬，铁流滚滚。连日来，皖

赣交界处某训练场，官兵练兵正酣。结

束一天的训练，什么最能抚慰疲惫的身

心？安徽省绩溪县军供站的答案别出

心裁——

先在锅底铺上萝卜、青菜、莴笋等

蔬菜，再将加工过的鸡肉、油豆腐、蛋饺

等熟食码在上面，最后加注高汤，点火

烹煮。开饭前半小时，饮食保障小分队

就在野外支起两口大铁锅。

他们要给官兵做的是经典徽菜“一

品锅”。此菜品荤素兼备、味道鲜美、汤

汁浓郁，非常适合秋冬季节。

不一会儿，锅内汤沸菜熟，鲜香四

溢。就着饭菜，一口暖汤下肚，官兵们

连连点头：“味道真美！”

在绩溪县烹饪协会会长张光顺看

来 ，官 兵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口 味 偏 好 不

一。而徽菜搭配多元、菜式多样、南北

咸宜，更容易捕获他们的味蕾。

“新时代军供站要成为部队战斗力

的推进器。”绩溪县军供站站长高道全

介绍，他们根据过境、驻训、跨区演训等

不同任务保障需求，到部队调研官兵用

餐习惯、营养需求，据此改进菜品搭配、

包装技术、送餐流程，提升餐食支前供

应保障效率。

“练兵备战，分秒必争。军供餐食制

作要做到味道好、营养足，易操作、出餐

快。”菜品研发中，绩溪县双拥办遴选徽

菜代表菜式，邀请名师大厨参与，在最大

限度保证色泽和口感基础上，做到即食、

即烹、即热，满足部队多样化任务需求。

作为徽菜发源地，绩溪曾是新四军

皖南游击队革命根据地、红十军团北上

抗日重要战场。革命战争年代，绩溪百

姓一心一意跟党走，踊跃支前扩红，谱

写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史篇。

近年来，徽州文化旅游事业蓬勃发

展，带动徽菜创新推广。绩溪县更加注

重以“徽菜”为媒巩固军政军民关系。

2023 年以来，该县开展“徽菜美食进军

营”系列活动，组织徽菜烹饪名厨到部

队作美食、教技艺、传文化。

前不久，宣城市领导携绩溪徽菜名

厨和市民代表登上“宣城舰”。厨师现场

制作的臭鳜鱼、刀板香、毛豆腐等菜品，

让官兵大快朵颐。安徽籍军士陆宇宁表

示：“香喷喷的饭菜，暖融融的情。家乡

父老的关爱激励我再创佳绩。”

绩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该县还开设徽菜技艺培训班，组建专业

厨师团队制定徽菜培训课程，邀请部队

炊事员参加徽厨技能培训，并为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提供技能培训。

截 至 目 前 ，该 县 已 培 训 退 役 军 人

2000余人次，支前保障力量进一步加强。

安徽省绩溪县军供站提升餐食支前供应保障效率——

“香喷喷的饭菜，暖融融的情”
■胡子维 本报特约记者 蔡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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