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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迟锋、孔祥鹏报道：“六

一”前夕，辽宁省阜新市第三届中小学

军事技能比武现场，市实验中学高二学

生张明以止血、包扎、固定全套动作零

失误的表现，从全市 137 所学校的百余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得战场救护课目

单项冠军。

“这场涵盖基础体能、战术技能和

战场救护 3 大类 18 个课目的全市性比

武，是我们构建‘三个一’国防实践体

系，推进学校国防教育落地落实的一项

具体举措。”阜新市教育局领导介绍，针

对该市中小学生国防实践环节薄弱问

题，2022 年，军地在调研论证基础上，

决定开展“三个一”国防实践活动，即每

学年组织一次军事技能比武、每学期参

加一次军营开放日、每名学生建立一本

国防实践档案，通过制度化设计、流程

化实施、动态化评估，让学校国防教育

可落地、可量化、能持续。

笔者在小学组“英雄炸碉堡”情景

赛现场看到，参赛的五年级小学生背着

6 公斤重的“炸药包”，穿越 10 米铁丝

网，在完成一系列战术动作后，成功将

“炸药包”投进“碉堡”中。尽管有些气

喘吁吁，满头大汗，但奋勇争先的劲头

不减。阜新军分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为组织好每年一次的全市中小学军事

技能比武，市教育局联合军分区对比武

内容、规程和细则反复修改。比武区分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3 个类别，按班

级初赛、本校选拔、全市决赛程序进行，

3 年来，累计有 2.1 万名学生参赛。

“看到荣誉室墙上挂满的一面面战

旗，我真正理解了‘军人荣誉重于生命’的

含义 ……”阜新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

陈刚参加军营开放日后写下这样一段

话。军分区政工处领导告诉笔者，军事

技能比武强化的是学生的体能和军事

技能，参加军营开放日则是增加学生对

国防的感性认识。为确保参加军营开

放日活动的成效，军分区每年年初制定

实施方案，全市中小学按“五年轮换制”

走进不同军兵种单位，并严格遵循“观

看一场军事表演、体验一项军事技能、

对话一名优秀军人、撰写一篇心得体

会”流程，让参加活动的学生人人有收

获 。 截 至 目 前 ，已 累 计 组 织 活 动 219

场，参与学生 2.8 万人次。

“实践效果如何，档案上有记录。”

翻开阜新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学生李阳

的《国 防 实 践 档 案》，5 项 内 容 赫 然 在

目：“红星目标墙”标定个人国防实践计

划，“我的迷彩足迹”记录活动参与情

况，“战例研究室”粘贴军事推演笔记，

“教官寄语”收录部队反馈意见，“成长

坐标系”动态评估国防素养提升。“这份

档案既是记录也是评比，激励引导每名

学生积极参加国防实践活动，夯实全面

发展基础。”市教育局领导介绍，通过设

置“红星少年”“国防之星”等进阶式评

价体系，全市中小学学生国防实践活动

参与率从 61%跃升至 96%。

“三个一”国防实践体系，标准明

晰、流程规范、评价科学，较好地构建了

“校校有特色、人人有收获”的国防教育

生态。3 年来，该市先后有 20 所学校获

评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

辽宁省阜新市构建“三个一”国防实践体系提升学校国防教育质效

校校有特色 人人有收获

本报讯 廖勇、特 约 通 讯 员祝光

强报道：过水平梯、走独木桥、爬低桩

网……“六一”前夕，贵州省铜仁市石

阡县龙塘镇八一爱民学校障碍训练场

上，学生们正在练习过障碍。看着同

学们生龙活虎的样子，该校国防教育

副 校 长 、退 役 军 人 徐 兴 荣 高 兴 地 说 ：

“这样的军事体验课，现在越来越受学

生欢迎。”

“ 石阡县龙塘镇八一爱民学校的

做法，是全市推动国防教育全方位融

入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缩影。”铜仁市教

育局领导介绍，学校国防教育是青少年

训练技能、磨练意志、锤炼思想、强化

担当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为增强中

小学生的国防观念，他们根据新修订

的国防教育法，积极探索“三个融合”，

即国防教育与思政教育、学科教学、社

会实践相融合的方法路径，通过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的办法，将国防教育贯

穿中小学教育全过程。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军事训

练转型升级，建强新域新质作战力量，

抓实各项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打赢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在铜仁一

中高中部政治课课堂上，授课老师将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国内外安全形

势等内容，融入到教学中，不仅拓宽了

知识面，也让学生们对国防建设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该校“兵校长”吴俭

告诉笔者，将国防教育与思政课融合，

并邀请驻军官兵担任辅导员，定期给

学生作国防安全形势报告、讲军队光

荣传统，既丰富了学生的国防知识，又

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和

强军志。

“ 国 防 教 育 融 入 日 常 教 学 ，在 全

市 中 小 学 已 成 常 态 。”市 教 育 局 领 导

告诉笔者，在语文教学中传播红色文

化 ，在 数 学 、物 理 教 学 中 传 授 钱 学 森

弹道理论，在体育教学中进行基本的

军 事 技 能 训 练 ，通 过 学 科 融 合 ，不 仅

让学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国防的

内 涵 ，也 让 国 防 教 育 课 由 浅 入 深 ，更

具针对性。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拓展

社会实践面，不断丰富活动内容。他

们 把 石 阡 县 甘 溪 困 牛 山 红 军 烈 士 陵

园 、印 江 县 红 二 、六 军 团 木 黄 会 师 纪

念馆等多处红色场馆作为第二课堂，

让学生们在沉浸式教学中，厚植红色

基 因 ，培 塑 爱 国 情 怀 ；邀 请 高 中 生 参

与 为 铜 仁 籍 立 功 受 奖 官 兵 送 喜 报 工

作 ，感 受 军 人 军 属 荣 耀 ，激 发 参 军 报

国 热 情 。 前 不 久 ，参 加 送 喜 报 活 动

后，江口县第二中学学生张军激动地

说：“这样的实践活动太有意义了，下

次我还要参加。”

贯穿全过程，入脑又走心。“三个

融 合 ”的 推 行 ，有 力 促 进 学 校 国 防 教

育 的 深 走 实 落 。 如 今 ，关 心 国 防 、热

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已成为

该 市 大 中 小 学 师 生 的 思 想 共 识 和 行

动自觉，全市先后有多所学校被评为

国家级和省级国防教育特色示范校。

贵州省铜仁市探索“三个融合”助推学校国防教育深走实落

贯穿全过程 入脑又走心

夏日岭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二伯父是强渡大渡河勇士，我们

后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天，他又

‘回到’老连队，我更为他高兴。”5 月 25

日，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举

行的纪念强渡大渡河战斗胜利 90 周年

大会上，“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肖汗尧

的侄子肖香银将肖汗尧的画像赠给了

连队。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迎来

老前辈肖汗尧的‘归队’，这是我们连

的大喜事。我们将以先辈为榜样，弘

扬长征精神，当好勇士新传人。”捧着

肖汗尧画像，“大渡河连”吴指导员动

情地说。

1930 年，15 岁的肖汗尧带着 13 岁

的弟弟肖怀清一起参军，成为红一军团

一师一团一营二连的一员。1934 年 10

月 17 日，兄弟俩跟随部队渡过于都河，

踏上长征路。1935 年 5 月 25 日，肖汗

尧因作战勇敢、水性好，被营长孙继先

选中，与其他 16 名战友组成强渡天险

大渡河突击队，成功强渡大渡河。

“我们原本并不知道肖汗尧是强渡

大渡河勇士。”江西省于都县革命烈士

纪念馆馆长华传忠告诉笔者，2021 年，

他 们 在 长 征 沿 线 县 市 寻 找 于 都 籍 烈

士，从红军创办的报纸上看到强渡大

渡河英雄榜中有个叫“萧汉尧”的名字

时，第一时间联想到于都籍烈士肖汗

尧 。 两 人 是 不 是 一 个 人 ？ 寻 访 回 来

后，他们当即走访肖汗尧烈士家人，后

又经党史专家考证，最终确认银坑镇汾

坑村的肖汗尧就是“大渡河十七勇士”

之一的萧汉尧。

“90 年了，我们连只有十七勇士的

名单，其他信息都不掌握。”吴指导员有

些遗憾地说，这些年来，连队也一直在

寻找他们的家乡和家人。今年初，得知

肖汗尧是于都人后，他们非常兴奋。清

明节前夕，连队官兵专程走进肖汗尧的

家乡寻访，并到于都县烈士纪念园肖汗

尧烈士衣冠冢前进行了祭扫。

肖香银告诉笔者，肖汗尧生前只

留下 1936 年 9 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采访“大渡河连”时与十七勇士的合

影，因为年代久远，这张合影基本上看

不清每个人的模样。前不久，为再现

肖汗尧的容貌，于都县人武部和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协调相关志愿者团队，

根据肖汗尧兄弟的长相为肖汗尧绘制

了一幅画像。“接到‘大渡河连’邀请我

参加纪念强渡大渡河战斗胜利 90 周年

大会的电话后，我决定将二伯父的画

像赠给连队，让二伯父‘归队’。”肖香

银眼含热泪说道。

“肖汗尧勇士‘归队’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期待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16 位 尚 未 归 来 的 勇 士 也 能 早 日‘ 归

队’。”该旅领导说。

上图：肖汗尧画像赠送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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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11 月的一天，我们的运输

车队遭敌轰炸，我的左腿被一枚弹片击

中，血顺着棉裤往下淌，卫生员用了 3

条绷带才扎住伤口……”初夏，黑龙江

省黑河军分区勤务班上等兵常潘飞，走

进黑河市爱辉区西兴街道 91 岁的抗美

援朝老兵赵德和家中寻访，记下赵德和

讲述的亲身经历。

“每一位参战老兵都是一部活历

史，都是一本内涵丰富的教科书。如何

把他们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是件十

分紧迫的事。”黑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辛本友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

该市军地联合发起“寻访老兵·整理口

述史”活动，6 支寻访小队踏遍 3 市 2 县

1 区，寻访 32 名老兵，建起“老兵红色档

案库”。

“敌机像苍蝇一样在头顶转，我们

24 小时轮岗盯防，一刻也不放松……”

88 岁的老兵赵青回忆起当年一次战斗

经历，一脸凝重。寻访路上，历史的褶

皱被一次次抚平，战场智慧也在复刻中

重现。在黑河市民兵应急营战术训练

场，参战老兵马殿举单膝跪地，边用枯

树枝在沙土上勾画等高线边介绍：“敌

机俯冲时，运输车要冲进山体阴影里，

这样就能躲过轰炸……”他扯开废弃的

篷布，手把手教民兵们编织伪装网，“枝

条要斜插 45 度，间隙留两指宽，这样既

能透气又防红外探测。”当民兵们用柳

条编织的伪装网盖住野战炊事车时，马

殿举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截至目前，“寻访老兵·整理口述

史”活动已建档老兵 28 人，军分区与退

役军人事务局利用采集的影像制作完

成《黑河老兵口述实录》第一辑和《界江

畔的红色记忆》系列微课 3 期。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采集农村老兵

的故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指着墙上的寻访进度图介绍，年内完

成剩余 4 名老兵的建档工作，同时在爱

辉历史陈列馆设置“老兵故事角”，组织

老兵与青少年结对传薪火。军分区政

治工作处领导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军地

协作机制，把采集成果转化为民兵思想

政治教育教材，让老兵故事在黑土地上

接续传承。

黑龙江省黑河市开展“寻访老兵·整理口述史”活动—

挖掘黑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王 哲 本报特约记者 张昊旻

近日，湖南省龙山县组织民兵应急分队与消防救援队伍在酉水河上进行抗洪抢险训练。 覃继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