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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8日，河北省邯郸市派出慰
问团跨越 1600公里，奔赴桂林市参加一等功
臣飞行员王建东授奖仪式。

“真没有想到，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党
和军队就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家乡人民给
我这么高的礼遇，我由衷感到光荣和自豪。”
王建东说。

去年 9月份，王建东驾驶战机实施对抗
训练时遭遇低空鸟击。面对重大特情和生
死考验，22个操控动作零失误，37秒内 3次
转向避开居民区，75.9米极限跳伞，最大限度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的事迹在家乡广
为流传。

英雄的故乡爱英雄。邯郸市始终把双拥
工作作为城市名片来打造，连续九次被命名
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特别是河北军地通过

“涉县经验、邯郸模式”构建的军地双方助力、
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参与的“双轮驱动”拥军新
模式，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全省各地纷纷成立爱国拥军联合会，5万
余家爱军门店先后加入，相继开展“百城万店
拥军行”活动，承诺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
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惠优质服务；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拥军情”活动，通过爱心企业
与烈军属、退役军人、英雄后人签署长期结对
帮扶协议；开展“关爱部队基层官兵万里行”

活动，各地主动与驻军部队、本地籍荣立二等
功以上军人所在部队、以当地城市命名的舰
艇部队沟通联系，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百业拥军、全民拥军热潮在全省各地蓬
勃兴起的背后，是社会国防教育的深入普
及。各地各部门纷纷把社会国防教育摆在重
要位置，强力推动。

张家口城乡基层组织把国防教育纳入
“文明乡镇”“双拥共建”等精神文明建设范
畴，主流新闻媒体开设专栏加强国防教育宣
传和舆论引导。

衡水军地每年开展“最美军嫂”“情系国
防好家庭”及国防教育示范学校评选。

邯郸军地与军创联合科技产业集团联合
打造的全国首个爱国拥军小镇“太行爱国拥
军小镇”正式签约落户涉县。小镇建设有河
北爱国拥军网络服务平台，军事模拟装备互
动体验基地，大中小学生课外劳动实践、军
训、研学体验基地，退役军人荣誉馆、军人优
抚医院等多个项目。

5万家门店汇聚民间拥军力量

百业拥军掀起全社会拥军新热潮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
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国防教育作为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
础工程，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河北省军地把国防
教育作为战略任务摆上位置、强力推进，学校国防教育成体系建设、社会国防教育开展有
声有色、线下线上一体化教育模式初见成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国防教育的辐射效应有多大
■本报记者 王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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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
的核心要素是“人”，这点早已无需赘言。唯有人
才具备血战不屈的战斗精神，也唯有人能够控制
和利用一切有利于斗争胜利的物的要素。

“武备之要务，当以强心为先。”我国设立全
民国防教育日，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国防教育，激
发公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社会
责任感，并了解国防知识和基础技能。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全国各地，国防教育之
风劲吹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中小学，从娃娃抓
起，寓教于乐之中让孩子们了解国防、崇尚军人；
在大学，开展军事理论教育，做好征兵宣传；在社
会上，多地建设国防教育基地，频繁开展面向群
众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国防精神融入群众生活。
特别是在近几年，随着融媒体和新传播手段的进
步和发展，国防教育创新传播方式，更加具有亲
和力，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认为，
网络时代，国防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心防，坚
守思想防线意义重大。这片思想阵地，我们要牢
牢守住，也要细心耕耘。

正如黑格尔所说，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
剂。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维护
国内和平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然
而，承平日久，有的人的国防观念在花前月下里
消磨弱化，对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视而不见。
当前，我国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影响安全发展的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既有暗流激涌的
周边环境，又有强权政治的干涉挑战，加之疫情
在全世界的蔓延，迫使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国家
和平与安全的大课题。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如果说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那么国防意识
就是民族生存之魂。强烈的国防意识是一种重
要的精神力量，是制止战争、威慑敌人的重要因
素。试想，如果人人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责任感，具备基本的国防知识技能，熟谙对敌
斗争的方法技巧，汇聚起来该是多么坚固的盾
牌、多么强大的威慑力量！

新时代应如何加强国防教育？笔者认为，关
键在增强忧患性、创新性、共享性、尊崇性。这几
年，河北军地紧紧抓住学校和社会这两个国防教
育的重要层面，把增强忧患意识作为国防教育的

重要目标，把成体系培养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路
径，把开放共享作为国防教育的创新手段，把尊
崇军人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掀起
爱国强军的热潮，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探索了新
路子，其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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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圆满完成 19732名新兵征集
任务，其中大学生征集比例升至 86.8%，超过
国家指导比例 24.8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征
集比例升至33.7%，各项数据提升至近年来最
高水平，在全国征兵‘五率’考评中稳居前
列。”这是河北省军区动员局年终总结中的一
组数据。

“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双提升的
背后，是高校师生国防意识的提升。”省军区
领导说，河北省委对征兵工作高度重视，要求
各高校把综合素质作为基本考量，在征集主
体上进一步向高校毕业生、重点院校学生、本
科院校学生以及学生骨干和学生党员聚焦。

“这既是一次动员，也是一次生动的国防教
育课。”全省征兵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后，各高校
纷纷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的大学生征

兵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提升高校校长国防意识，推进征兵工作

开展，是河北军地开展学校体系化国防教育
的一个缩影。

“少年强则国强，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
防教育的基础。校长作为学校第一责任人，
他们的国防意识，直接影响国防教育开展的
质效。”省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梁金堂介绍
说，2020年6月，河北省开办全国首期中小学
校长“增强国防观念、强化国家安全”国防教
育线上专题培训班，覆盖全省11个设区市，以
及辛集、定州、雄安新区，共有213位中小学校
长代表参加。

2020年，河北军地进一步加强统筹设计
国防教育工作，区分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两个
层次，分类实施。在中小学层面，将国防教育

课列为必学课程，不断充实书本中的国防教
育知识；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和接受
能力，区分层次设置国防教育课程和内容；紧
贴网络信息发展变化实际，把革命传统故事、
战斗英雄故事等制作成视频、动漫，构建青少
年乐于参与学习讨论的国防和军事网站，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
强化国防观念。

“国际政治的重塑，大国利益的博弈，地
区局势的动荡，不管你想或不想，都可能引发
国家安全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始终是我们
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
靠保障，事关人人，人人有责。”2020年12月3
日，河北省大学生“爱我中华?强我国防”国防
教育主题演讲比赛决赛举行。各组选手从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等多
角度多层面，以激情澎湃、感人肺腑的演讲抒
发自己对国防的理解感悟，这是河北军地自
2017年以来第四次举办同类活动。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本届主题演讲比赛
改在线上举办，通过播放选手演讲视频的方
式进行评选。比赛录像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少
儿科教频道《国防体验营》栏目播出后，社会
反响强烈。

征兵“五率”连年持续攀升

学校体系化国防教育迈上新台阶

“要求线下参加活动的学生太多了，真有
点应接不暇。”河北广播电视台《国防体验营》
栏目导演张普庆近来收获了“幸福的烦恼”。

2019年5月，《国防体验营》栏目在河北广播
电视台少儿科教频道开播。镜头内外，孩子们开
展国防知识竞赛、军营实践体验、军事基础培
训，收获难忘的“军旅记忆”。学生们或在武器
装备展览馆参观，了解最新的武器装备；或在野
营训练中学习搭设帐篷、生火烧饭等野外生存
技能；或在滑翔伞训练中体验飞翔……“代入感”

十足的体验项目，拉近了青少年与国防的距离。
近年来，河北军地着力打造“国防体验

营”品牌工程，用互动式体验打造国防教育新
模式，并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

位于宣化区的黄羊山军事文化园占地
2000余亩，通过仿真武器、军事教育展览等多
角度展示本地军事历史文化。人们在这里既
能参观仿真歼-10战机，也能在 9D神州返回
舱体验模拟实战场景，古今中外的国防知识
展更让游人们大饱眼福。

2020年12月5日，邢台军地举行“我爱蓝
天、助力强军”无人机竞技大赛，驻邢部队无
人机操作员和基干民兵无人机操作员同场竞
技，让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大呼过瘾。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民兵自
制的地雷。他们利用简单工具和随处可见的
石头，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雷战。”每当节假日，
来自保定师范附属学校东湖分校的小讲解员
们就担负起太行博物馆的讲解任务。保定市
莲池区正在将东湖分校打造成特色明显、管
理规范、成绩优良的国防教育特色基地，全校
整体建设成为少年军校。

“线下体验拉近了大家与国防的距离，线
上呈现则可以更大范围地普及国防知识。”张
普庆介绍说，“国防体验营”抖音号运营以来，
编辑人员致力于以短视频的形式普及国防知
识，提供更加丰富的节目内容，以网络互动的
方式让更多人心系国防、了解国防、热爱国防。

启动“国防体验营”品牌工程

互动式体验打造国防教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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