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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一城区一特色”

繁华地段搭建立体课堂

300 余米长的街道两旁，60 余块国

防教育展板一字排开，党史军史、武器装

备知识详实生动；户外大屏滚动播放《边

关有我——广西子弟兵风采》《强边固

防 壮美广西》等主题宣传片，强军成就、

征兵宣传抬头可见……今年初，南宁市

军地联合打造的西乡塘区“国防教育一

条街”建成，每天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和

游客参观游览。

“全民国防教育，主体是全民。街区

的建成将国防知识融入市民生活，是全

民国防教育常态化开展的生动实践。”南

宁警备区领导介绍。

一面墙讲述一个国防故事，一条街

立起一个教育地标。南宁市各城区按照

“一城区一特色”的布局，在人流量大的

繁华地段，立足地域红色资源优势和街

道人文历史特点，将国防教育融入区域

发展规划，建成 13 条各具特色的全民国

防教育主题街区。这些接地气、有人气

的国防教育立体课堂，实现了国防教育

阵地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

在南宁市新民路，一个个造型新颖

的立体橱窗，设立在街道两旁。橱窗设

计成火炬、弹头等造型，吸引众多市民拍

照。街边许多店铺内张贴国防教育标

语、摆放国防教育宣传资料。一家临街

店铺店主说：“看到一份份资料被拿走，

我很开心。为国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行走在南宁市，记者感受到红色基

因已融入城市肌理。毛主席接见广西各

族人民纪念馆、莫文骅故居、林景云故居

等一批纪念馆和旧址，人流如织。

这得益于南宁市军地的长期努力。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该市相继推

出“生态+”“红色+”等文旅路线，探索出

一条“绿色为底、红色固本、红绿融合”的

城市发展新路子。2025 年春节，南宁市

共接待游客 850 余万人次。数据显示，

坐落于南湖公园内的李明瑞、韦拔群烈

士纪念馆等是热门目的地之一，吸引天

南海北的游客“打卡”并留言，表达对革

命先辈的敬意。

地上，国防画卷铺展；地下，国防课

堂流动。

几年前，一辆以“国防绿”为主色调，

在各车厢展示功勋人物事迹、“邕城星

兵”风采、征兵政策的主题地铁列车一经

驶出，相关报道迅速登上同城热榜。如

今，这趟主题列车每天在地铁 1 号线往

返穿行，将国防知识带到城市各个角落。

“一学校一方案”

国防教育纳入教学体系

“李爷爷，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都

是您和革命先辈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

的。请您放心，我们会加倍珍惜现在的

生活……”2025 年春节，南宁市民主路

小学的学生们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

延年录制了一段视频。朴实的话语，充

满了对这位老英雄的敬仰之情。

“青少年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

南宁市委宣传部国防教育工作相关负

责 人 介 绍 ，他 们 注 重 发 挥 牵 头 抓 总 职

能，推动国防教育纳入全市中小学教学

体系，探索建立“红绿”融合课程，引导

学生在绿色环境中成长，在红色熏陶中

成才。

良庆区良庆镇新兰村，由解放前的

新丁、乌兰两村合并而成，是远近闻名的

抗日模范村。踏入新兰小学校门，“传

承抗日精神，开启美好人生”几个大字映

入眼帘。抗日文化长廊环绕操场四周，

校园西北侧矗立着高大的新丁抗日英雄

纪念碑。

当嘹亮的军号声打破校园的宁静，

一场独具特色的“红军操”上演。整齐的

队列、铿锵的步伐，让整个校园洋溢着青

春的活力。这是该校以红军长征为背

景，将体育锻炼与国防教育融合编排而

成的特色课程，如今已成为该校的“红色

名片”。

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南宁市东

葛路小学学生崔宇晨略带稚气却准确生

动的讲解，引起网友热评：“他对无人机

等 装 备 十 分 熟 悉 ，仿 佛 一 位 小 军 事 专

家。”

崔宇晨的成长，得益于学校将国防

教育融入日常、融入课程的理念，更得益

于南宁市“一学校一方案”国防教育模式

的实施。该模式既注重全域覆盖、全校

参与，又强调分层设计、特色培育，倡导

各学校以富有特色的方式，为青少年播

撒爱国强军的种子。

南宁市第三中学将国防教育融入学

科教学，转化为学生可触可感的知识体

系；五一路小学开发“戎笔文化”课程体

系，将“戎文化”与“笔文化”有机结合，在

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提升青少年

国防素养；天桃实验学校将每学期第一

周定为“国防教育周”，组织学生进行军

事训练，强化青少年国防意识……这些

各具特色的尝试，有力促进南宁市学校

国防教育深入发展。

如今，在南宁市的大中小学校园里，

国防教育已成为一门“必修课”。同时，

南宁市积极拓展“第二课堂”，举办“爱我

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征文活动，定期邀

请参战老兵走进校园，讲述战斗故事。

在国防教育的滋养熏陶下，像崔宇晨这

样的“小军迷”不断涌现。

“一文化一载体”

家国情怀融入特色活动

“阿妹绣球抛过岭嘞，嗨嘹嘹啰！”

“阿哥守边卫山河嘞，嗨嘹嘹啰！”

阳春三月，在南宁市举办的“广西三

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现场，两位壮族

歌手演绎新编山歌《壮族儿女来戍边》。

欢快灵动的旋律、质朴真挚的歌词，既保

留了山歌独有的韵味，又饱含浓厚的家

国情怀，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参与改编歌曲的歌手说：“山歌是壮

族人民的文化瑰宝，用山歌传唱国防知

识，听众更容易接受，在婉转的歌声中，

国防观念悄然扎根。”

国 防 法 规 进 歌 词 ，英 雄 事 迹 入 山

歌，这是南宁市推动国防教育与民族文

化相融合的生动体现。壮乡的美食文

化、民俗活动同样成为国防教育的独特

载体。

在“ 广 西 美 味·百 县 千 菜 ”2025 广

西非遗特色美食大赛上，壮族巧娘黄美

凤 匠 心 独 运 ，用 五 色 糯 米 饭 拼 出 一 幅

“ 画 卷 ”—— 绿 色 的 是 坦 克 阵 列 ，白 色

的是南海浪花，蓝色的是战机轮廓，黄

色的是火箭尾焰……现场观众纷纷用

手机拍下这幅画，称其为“最香甜的爱

国表达”。

在良庆区蟠龙社区，“国防心·民族

情”趣味体育比赛吸引了 15 个少数民族

同胞踊跃参与。背篓和绣球贴上标语，

赛道终点设置国防知识问答……国防元

素融入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增加了趣味

性，也让参与者潜移默化受到熏陶。

南宁市还深挖邕剧和壮锦等非遗资

源，不断丰富国防教育载体。在新会书

院，观众穿上戏服，学习邕剧身段，演绎

爱国曲目《杨八姐搬兵》，感受传统戏曲

中的家国情怀；在广西民族博物馆，融入

百色起义场景的壮锦手提包，成为年轻

人追捧的商品。

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介

绍，国防教育与壮乡文化的深度融合，丰

富了国防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让国防教

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有效提升了群

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当山歌唱响强军旋律，“铜鼓阵”奏

出国防心声，壮乡儿女以民族特色，创新

边疆民族地区全民国防教育，奏响南疆

国防强音。

最喜人的是参军数据的变化：3 年

来 ，南 宁 市 壮 族 青 年 入 伍 比 例 逐 年 攀

升。在南宁东站举行的一场送兵仪式

上，抚摸着壮锦背带上母亲绣的“保家

卫国”字样，一名壮族新兵说：“好男儿

志在军营，我争取早日获得军功章回报

家乡。”

朝阳初升，金色的阳光洒在广西南

宁市红星小学操场上。在师生们崇敬的

目光中，90 多岁高龄的“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李延年，和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

役、渡江战役及广西剿匪战斗的老兵田

沛霖一起走上讲台。身为广西军区南宁

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的离休干部，他们

还有一个光荣身份——红星小学特聘爱

国主义宣传辅导员。

授课开始，李延年小心翼翼地展开

一张泛黄的地图，地图边缘卷起了毛边，

但上面标注的战术符号依然清晰可辨。

指尖轻轻划过地图上的 346.6高地坐标，

老英雄声音低沉而凝重：“就在这片阵地

上，我们连顽强地抵御了敌人一波又一

波的疯狂反扑。全连 203 名勇士冲上阵

地，可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仅仅剩下 40
余人。同学们，你们如今拥有的幸福生

活，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用

生命换来的！”台下，不少学生红了眼

眶。听到老英雄说“我们必须打胜仗，是

为了下一代不打仗”时，现场响起雷鸣般

的掌声。

接着，田沛霖缓缓翻开自己精心编

写的《爱国英杰百人故事精选》，用略带

沧桑的声音，讲述平津战役中那些惊心

动魄的战斗故事。“功臣号”坦克车长董

来扶，驾驶着战车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

阵；王玉龙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天津城头，

哪怕腿被炸断也咬牙支撑让红旗屹立不

倒，最终英勇牺牲；“登城英雄”张忠富勇

猛无畏，率先登上城墙……一个个鲜活

的英雄形象，在田沛霖的讲述下跃然眼

前，屹立在学生们心中。

提问环节，一名学生举手问道：“田

爷爷，您讲了这么多英雄故事，为什么不

讲讲自己的战功呢？”田沛霖摆摆手说：

“功勋属于所有牺牲的战友们。”两位老

英雄都经历过残酷战争，英勇战斗在战

场，可他们从不居功自傲。他们说，讲述

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亲眼目睹的

英雄事迹，是为了弘扬革命精神，教育青

少年。

课后，学生代表为两位老英雄送上

精心准备的礼物。李延年接过一幅《向

革命英雄致敬》手工画，田沛霖收到一个

学生向红旗敬礼的手工模型。回到家

中，李延年将礼物郑重地摆放在柜子里

最显眼的位置。

望着学生们的手工画，李延年语气

坚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讲

下去，为孩子们点燃理想信念的火炬，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两位老英雄同讲一堂课
■付绪纯 杨文公

“地图、定位仪、打卡器、检查日志、

无人机、铁锹……都带齐了没有？”

“都带齐了。”

4 月的北疆大地，春风吹来点点绿

意。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人武部职

工李军，有着 30 余年国防工程巡查管

护经验。这天，和他一起上山巡查的是

新徒弟——人武部职工刘扬。

“ 小 伙 子 ，腿 脚 不 错 嘛 ！”这 10 来

天，刘扬身为退役军人的利落劲儿，赢

得了他的欣赏。

“咱们今天得爬几座山？”“今天就

3 座，这座最高，另外两座低一点。”说

话间，他们已来到第一个国防工程坑道

处。李军麻利地卸下装备，检查周边地

貌、封堵裸露洞口，动作一气呵成。刘

扬也没闲着，他操纵无人机，从空中俯

拍坑道周边地貌。

看着空中无人机盘旋，李军感慨万

千：“你啊，赶上了好时候。我年轻那

会，每天背着水壶，满山遍野地跑……”

国防工程建成后便被掩埋伪装，

周边地貌因岁月而改变，工程找起来

困难重重。2023 年，人武部组织力量

在国防工程周边安装了标识桩，加装

了 标 识 芯 片 。 从 此 ，北 斗 精 准 定 位 、

电子巡更打卡，为管护工作带来很大

便利。

一个多小时后，3 个工程的检查维

护完成。看着刘扬在拔扎在手上的刺，

李军唠叨起来：“说了多少遍，一定要注

意防护，这灌木丛全是尖刺……”

“ 我 好 歹 也 当 了 12 年 兵 ，这 点 伤

算啥？等我把无人机练熟了，您负责

指位置，我负责操作巡护，您就能歇歇

啦……”

李军十分理解徒弟的想法，科技日

新月异，管护国防工程的方式也在变，

但是心中的方向不会变，坚定的步伐不

会变。他拿出一个老式军用指北针交

给刘扬，这是师傅当年交给他的。

国防工程的管护，难在崇山峻岭间

的孤独跋涉，险在悬崖峭壁上的行走，

苦在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些年来，从初

春到深秋，李军平均每天至少爬 3 座大

山，走 20 余公里山路，每年至少磨坏 30

双袜子。

审核地方报送的风电项目、高压输

电线塔建设等工程也是李军的任务之

一。一有时间，他还要深入村庄、社区、

企业进行军事设施保护宣传。

这两年，单位研发国防工程巡查

管护系统和电子档案系统，加强管护

员队伍选拔培训，管护效率有了很大

提升。

天色渐晚，师徒俩的身影隐没在山

色中，他们的前面是一座山，又一座山。

上图：李军（右一）和刘扬正在巡护

国防工程。 田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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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乡 奏 响 国 防 强 音
—广西南宁市深入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的创新实践

■付绪纯 梁韵规 本报记者 陈典宏

半城绿树半城楼，一江
清水一江歌。广西南宁市地
处祖国南疆，是西南地区重
要交通枢纽，素有“绿城”之
美誉。行走在南宁，大街小
巷、公园广场，随处可见国防
印记，它们与绿水青山交相
辉映，为这座“绿城”增添了
别样的魅力。

国防知识嵌入街巷场
景、国防教育纳入学校教学
体系、家国情怀融入民族特
色活动……近年来，南宁市
军地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地
方特色，创新开展国防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意识，持续筑
牢“南疆安宁”的思想根基。

广西南宁市学生到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参观，向革命先辈雕像敬队礼。 莫庆林摄

版式设计：扈 硕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钢铁英雄连”官兵来到伊吾保卫战革命烈士陵

园追思革命先烈。图为在军功马雕像前，连队指导员讲述军马为解放军官兵

运送弹药补给的故事。 肖承槟摄

“以往，民兵支援分队多由人武部

组训，受教员、场地、器材等限制，部分

‘小特新’专业难以达到训练要求。新

大纲调整优化了组训职责，改由军分区

主导……”4 月 24 日，吉林省军区组织

的基础训练规范化集训结束，延边军分

区某处参谋朱志远表示受益匪浅，下一

步他们将牵头组织全州新域新质民兵

分队基础训练。

今年初，面向省军区系统和民兵的

军事训练大纲全面施行。为贯彻大纲要

求，进一步提高各级组训能力，吉林省

军区组织现役军人、文职人员、专武干

部和民兵教练员等 500余人进行集训。

“大纲覆盖了省军区系统各类型单

位和各级各类人员，优化了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指挥技能等各类训练课目

内容，区分不同类型单位和个人评定训

练成绩……”集训期间，该省军区邀请

专家解读大纲主要变化，帮助大家深研

大纲，确保按纲施训。

新域新质民兵分队训练是大纲的重

点。为此，该省军区遴选了无人装备、气

象水文等新域新质民兵分队，对新大纲

技战术训练课目进行示范，创新 9 种组

训方法，汇编 4 本训练实用手册和 45 篇

精品教案，丰富基础训练“工具箱”。

示范环节，长春警备区探索的无

人装备分队运输投送链、维修再生链、

侦察监视链、引导打击链一体化训练

模式，让人眼前一亮。“现在我们的招

法更多，技战术运用更活了。”民兵无人

机操作手于胜文表示，遂行任务更有信

心了。

吉林省军区紧贴训练大纲变化按纲施训—

丰富基础训练“工具箱”
■王之禹 宋济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