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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播撒爱国强军的种子
—各地国防教育讲师队伍蓬勃发展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陈 涵

新 疆 阿 克 苏 地 区 拜 城 县 老 虎

台 乡 ，活 跃 着 一 支 声 名 远 扬 的 队

伍——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

垂直落差 300 米的陡坡、结冰

的 木 扎 提 河 浅 滩 、灌 木 丛 生 的 夏

特古道……在天山南麓的褶皱里，

处处留下了骑兵连的巡逻足迹。

“卧倒！”随着连长一声口令，20

余匹战马齐刷刷侧躺。女兵班班长

米克热阿依贴着马腹翻滚——这个

曾让她屡屡受伤的动作，如今已成

为肌肉记忆。

2015 年，兽医父亲带着米克热

阿依为骑兵连的战马治伤，她第一

次目睹骑兵训练。“马蹄扬起的尘土

里，战士们像箭一样掠过陡坡。”这个

场景在她心中播下火种。大学毕业

后，她带着自己的马术训练视频叩

响 骑 兵 连的大门。连长吐尔逊劝

她：“马背不认性别，巡逻路上的雪

崩可不会留情。”这个倔强的姑娘没

有退缩，即使摔得遍体鳞伤，仍坚持

完成了各种高难度动作。

2022 年，已能在马背上稳稳操

控无人机的米克热阿依，终于成为

骑兵连首位女骑兵。看着无人机起

飞，米克热阿依想起 12 岁那年救过

的一只雏鹰，她为无人机取了个名

字：“小鹰”。

去年 12 月的一次巡逻，“小鹰”

先行探路，飞跃一处山谷时发现有

牧民毡房被积雪压塌。考虑到高原

气候恶劣，狂风随时可能来袭，民兵

们清理积雪，赶回驻地驮运木料，经

过 3个小时的艰苦努力，搭起坚固的

帐篷，为牧民提供安全的临时住所。

老虎台乡 80%以上的地区是高

寒 山 区 ，21 个 散 居 点 交 通 不 便 。

300 余户牧民的联系方式，都存在

民兵的手机里。巡逻时，民兵的马

鞍上晃动着医药包，里面装着降压

药、烫伤膏等。

如今，这支马背上的队伍，用上

了无人机、卫星电话等新装备，在边

境线上执行任务如虎添翼。

“车 轮 上 不 去 的 地 方 ，军 马 能

到；人够不着的死角，马蹄踏得响。”

吐尔逊说，去年救的 11 名群众，有 3

名是“小鹰”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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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兵，今年 69岁，参加过大

小战斗 38次，荣立一等战功 1次，二等战

功 2次，三等战功 8次。

作为一名上过战场的老兵，我想把

战场上的真实情况讲给大家听，让大家

认识到，战争不相信眼泪，和平并非他人

恩赐，只有把军队建好了，才能固我国

防、守护和平。带着这样的初衷，2016
年退休后，我加入长沙市老兵宣讲团，从

事国防教育宣讲工作。

最近 3 年，我每年宣讲 90 余场。每

次宣讲，我都会带上一个大背包，里面装

着老式军装、军用水壶、荣誉奖章等。当

我穿上老式军装，胸前挂满军功章走上

讲台，讲故事说国防都很有底气。

记得一次在学校宣讲，刚结束就有一

群学生围拢过来，问这么多军功章是怎么

得来的。我一枚一枚给他们讲背后的故

事，特别是我作为侦察连连长，率队袭击

敌军的战斗故事，大家听得很专注。当时

有学生问我，在战场上害怕吗？我说一点

也不怕那是假的，只是在枪林弹雨中顾不

上那么多，犹豫的一瞬间反而可能没了性

命，只有往前冲，争取战斗胜利，才能避免

更多伤亡，学生们听得热泪盈眶。

如今网络很发达，人在网上、心在线

上是普遍现象。我们的宣讲如何才能吸

引台下观众的注意力？

3月初，我受邀给长沙市芙蓉高级中

学学生授课，授课前我向学校了解大家想

听什么。得知学生们最关注部队现代化建

设水平，我便广泛收集强军建设成果资料，

融入授课中。这堂课，大家听得非常认

真，课后有学生表示大学毕业要去参军。

把“你想听的”融入“我想讲的”，相

信通过回应关切、加强互动，我们的宣讲

效果会更好。

（王荣、本报特约记者 陈静整理）

“我想讲的”+“你想听的”
■湖南省长沙市老兵宣讲团 罗振明

“学姐，我已经到部队了，期待我的

军旅能和你一样精彩。”大一学妹刘佳的

微信，将我的思绪拉回 4年前。

2021 年 9 月，我刚踏入青岛农业大

学，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新生。军训期间，

退役大学生士兵、学姐宁露给我们作报

告。听她讲部队的故事，看着她英姿飒

爽的模样，我萌生了参军的想法。第二

年 3 月，我如愿参军入伍成为陆军某旅

的一名女兵。

两年后，我退役返校继续学业。这

年的新生军训，我作为学校“戎耀”宣讲

团的成员，向大家分享了狙击、潜水、跳

伞等军旅体验。当时，刘佳就在台下。

“我曾经是你，你也会成为我。”我

想，宣讲就像播撒蒲公英的种子，这些种

子总会在某一天发芽。

最初，“戎耀”宣讲团成立时，以参加

过青岛市“爱我国防”大学生主题演讲比

赛的学生为主，经过近一年的发展，现在

已有 14 人。作为一个以退役大学生士

兵为主体的宣讲团，我们以普及国防知

识、增进国防观念为己任。从新生入学

军训、征兵政策宣讲，到中小学国防知识

讲座、社区军旅故事分享，我们结合自身

服役经历，用真实生动的故事感染听众。

我来自沂蒙山区，去年暑假，我带着

宣讲团成员前往老家山东省平邑县孝义

村的学校支教。暑期来校的学生有 40余

人，以留守儿童为主。我们开设“沂蒙军

事小课堂”，带领学生们唱军歌、练搏击

操，参观革命纪念馆、瞻仰烈士陵园。

一次课后，学生田雨问我：“老师，我

以后也有机会跳伞吗？”我告诉她：“现在

好好学习，将来参军入伍，不仅有机会跳

伞，还能操作各种新装备。”学校老师告诉

我，从那以后，田雨学什么都特别认真。

作为青岛市征兵宣传员，前段时间，

我和宣讲团成员到学校各院系宣讲，搭

建连接校门和营门的桥梁，激励同学们

踊跃参军报国。 （周勇兵整理）

“我曾经是你，你也会成为我”
■青岛农业大学“戎耀”宣讲团 殷 鹏

上图：浙江省苍南县大学生

苏沈俊光荣入伍，与两位妹妹分

享荣耀。 陈义华摄

右图：江苏省太仓市功臣老

兵为新兵介绍军功章的来历。

庄明霞摄

榜 样

连日来，各地组织隆重的仪式，欢送

2025年上半年新兵入伍。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浙江省苍南县

为新兵家庭发放“光荣之家”牌匾，赠送印

刻新兵姓名的纪念杯，彰显军人荣光，寄

托家乡期望。

革命功臣，新兵榜样。在欢送仪式

上，江苏省太仓市邀请功臣老兵为新兵佩

戴绶带和大红花，激励他们早日建功军

营。

力量·拔节生长

第一届：19 人。

第二届：20 人。

……

第七届：47 人。

翻看广东省广州市历届国防教育讲

师团成员名单，能清晰看到这支队伍的

不断壮大。

2005 年，来自驻穗军队院校的 18 名

教员组成广州市国防教育巡回报告团；

2006 年，广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在报告

团基础上组建，至今已是第七届。

“讲师团发展迅速，除了有从军经历

的成员外，还有很多地方行业系统的人

员充实进来。”讲师团成员、原海军兵种

指挥学院军训教研室主任马滨强介绍。

他于 2008 年加入讲师团，对团队的成员

变化和发展壮大感受很深。

“全民国防教育是一项综合教育活

动，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的理论、知

识、技能等内容都包括在内。”广州警备

区负责国防教育工作的干事陈美介绍，

他们从驻军部队、公安、消防救援等军

地单位进行遴选，以“大国防”观念积极

吸纳各类教育人才。暨南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南沙区虎门炮台管理所研

究馆员、市公安局某大队大队长……最

新的成员名单中，地方人员占据“半壁

江山”。

在古都金陵，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陆华，2019 年加入南京市国防

教育讲师团。这几年，她也观察到，来自

地方高校的人员明显增加。

“随着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推进，师

资力量向多层次、多领域拓展，有利于实

现教育对象的全覆盖。”陆华说。

高校教师、退役大学生士兵、革命纪

念场馆讲解员……如今的国防教育师资

力量组成更加多元、知识结构更加丰富，

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注入源头活水。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大三学生

王雨璇，2023 年 9 月从海军某部退役，

现为青岛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宣讲团成

员。去年 9 月，她参加山东省“爱我国

防”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通过时空对

话 的 方 式 追 思 革 命 先 辈 、讲 述 国 防 故

事，荣获一等奖。

“退役大学生士兵有军旅经历，讲

故事说服力、感染力强，加上了解同龄

人的想法，很容易讲到同学们心坎上。”

王雨璇说。

对于如何让宣讲更深入人心，辽宁

省铁岭军分区“五角枫”文职人员宣讲

团探索出一套方法。3 月 5 日，是学雷

锋纪念日。为了一堂情景式国防教育

课，他们提前很多天就开始忙碌。这堂

课 以 雷 锋 在 铁 岭 的 故 事 为 主 线 ，通 过

“主持讲述+情景还原”的方式，以音、

诗、画等表现形式，呈现一段段与雷锋

有关的故事。

“文职人员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知识

结构新、思路想法活，能找准国防教育与

时代脉搏的契合点，探索出生动鲜活的

宣讲模式。”该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负责人

说，新力量带来新气象，年轻群体为国防

教育增添了时代色彩。

课程·精彩走心

“吕布厉害，所以才有三英战吕布；

关羽也厉害，过五关斩六将；张飞长坂坡

一声吼，吓得曹操手下肝胆俱裂。今天

不讲他们的英雄故事，讲讲他们手中的

兵器，有人知道都是什么吗？”3 月 1 日，

2022 年度“济宁最美退役军人”、曲阜市

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王勇来到曲阜市杏

坛中学，为学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授

课，课堂上互动频繁、气氛热烈。

军龄 21 年的王勇对我军武器装备

如数家珍，他根据青少年兴趣和接受特

点打造的《从兵器沿革看战争形态演变》

《从尖端武器装备看国防现代化》等特色

课程，在当地大中小学广受欢迎。

退役军人讲部队发展、英烈子女讲

先辈故事、专家学者讲国际局势……多

重视角、各具特色，由不同讲师精心打造

的课程，不断丰富拓展国防教育内容。

江苏省南京市后标营小学学生张成

王子至今难忘他聆听的那次宣讲。当

时，陆军工程大学“红色薪火”强军故事

宣讲团成员走进学校，分享了父辈卫国

戍边的感人故事。

“解放军叔叔有的在台风来袭时，顶

着狂风暴雨，成功解救十几名渔民；有的

在抢修电路过程中遭受电击，不幸失去

双手……听着这些故事，我深受感动，将

来也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张成王

子说。

“红色薪火”强军故事宣讲团成员，

均出生于边防军人家庭，父辈们都曾服

役于卫国戍边一线部队。宣讲团成员分

享的《愿与父亲共戍边》《你拥抱祖国，我

拥抱你》等故事，在小学课堂铺展一幅幅

边防军人忠诚奉献的生动画卷。

去年，海军福建舰完成首次航行试

验，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

编队演练，四川舰下水……国防和军队

建设成绩单上又添新笔，山东省青岛市

“逐梦深蓝”讲师团的课件也随之更新。

“我们专注海军知识宣讲，因为我们

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海军退役军人。从亲

身经历出发，‘让海军讲海洋、讲海防’，

这是我们的最大特色。”讲师团创立者林

风谦介绍。

在最近开展的系列讲座中，“逐梦深

蓝”讲师团围绕“星、火、船、旗、路”5 个

关键词，打造了 5 个特色课程。以“船”

为例，他们从肖劲光登刘公岛向渔民租

借的渔船，讲到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再到“三航母”，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号巨轮乘风破浪的壮阔历程。“在课程内

容上，我们突出自身优势，把海军特色发

扬光大。”林风谦说。

创新·各显其能

林俊德院士生前用过的茶缸、手表、

公文包——这是福建省泉州市国防教育

讲师团成员、永春县林俊德纪念馆讲解员

林茹婷讲解时的“三件宝”。宣讲时，她经

常借助它们，再结合多媒体课件，让这位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

立体展现在观众面前。

实物与影像，将抽象的历史变得具

象生动，让高尚的英模可亲可感。为了

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实效性，寓教于乐的

授课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防教育课

堂。

“憨二娃眼里只有自己的小家，偷盗

国防光缆犯刑法……国防连着你我他，

安宁维系千万家……”这是甘肃省玉门

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刘欢创作的快板

书《二娃进牢房》，诙谐流畅，令听者在笑

声中深思。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教育

内容要让教育对象听得进去，不仅需要

接上地气，还要跟上时代。关注着热度

不减的“深度求索”、无处不在的“智能互

联”，许多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都在思

考，信息时代如何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借助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开

展沉浸式、体验式授课，日益成为新尝

试、新风潮。

2 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

道退役军人“星火”宣讲团讲师朱彦卿，

为 16 名 中 小 学 生 进 行 国 防 教 育 授 课 。

授课后，朱彦卿带领学生们来到“虚拟飞

行”体验区，学生们变身“飞行员”操纵战

机巡航，进行雷达侦测、导弹拦截；在“探

索航天”体验区，学生们“走”进神舟飞船

和天宫空间站一饱眼福。体验结束，来

自徐行小学的学生刘敏妍说：“战机巡航

的场景好逼真！瞬间让老师讲的国防知

识具象化了。”

“教育是一门艺术，什么方式效果更

好，我们就使用什么方式。”朱彦卿说。

线下，技术重构人们了解国防的方

式；线上，国防教育早已通过网络走进千

家万户。

登录“南京军休”网站，可以浏览刚

刚更新的南京军休讲师团 2025 年宣讲

课题文档。宣讲人介绍、课题名称、适合

对象等信息一目了然，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大中小学可根据需求“点单”。网

站上还有讲师团录制的 36 集视频课程，

包括《豫东战役》等内容。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听 得 懂 、记 得

住 ——在各地国防教育讲师队伍的共

同努力下，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紧跟时

代步伐，以更新颖更可亲的形式，潜移默

化、深入人心。

图①：江西省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

成员徐巍巍参加江西省第二届基层理论

微宣讲大赛。 宋石长摄

图②：福建省龙岩市退役军人张国

武为学生讲述英烈故事。 徐文涛摄

图③：广东省广州市国防教育讲师

团成员马滨强在天河区体育西路小学

宣讲。 林思艺摄

版式设计：扈 硕

“敌机并没有察觉到我们，
于是我们发起突袭，用 9发炮弹
打掉了一架敌机。”近日，在安徽
省池州市第十一中学，93岁的抗
美援朝老兵许剑云为学生们讲
述他随部队入朝作战后打赢的
第一场战斗。

自加入池州市“功臣模范宣
讲团”以来，许剑云始终步履不
停。“我们是过来人，我们不讲谁
来讲？时间总是催促着我的脚
步勤些、再勤些。”

在全国各地的国防教育讲
师队伍中，耄耋之年躬身宣讲的
老兵、不计回报倾情投入的志愿
者屡见不鲜。

国防教育是一项播下种子、
静待花开的事业，需要春风化雨
的耐心、源源不断的力量。随着
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各地国防教
育讲师队伍蓬勃发展、日益壮
大，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焕
发新生机。

①①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