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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江西省新余市大中小学

陆续开学，各个学校不约而同将国防教

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在新余市

军地相关部门组织下，老兵宣讲团、“红

领巾”宣讲团成员纷纷走上讲台。

在新余市高新三小，六年级学生、

“红领巾”讲解员彭黄舒羽带着精心制作

的课件，来到四年级 10班教室，绘声绘色

地为学弟学妹们讲小英雄雨来的故事。

“雨来才 12 岁，却能临危不惧，与

敌人周旋，是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

彭黄舒羽姐姐讲得太精彩了，她还告诉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珍惜来之不易

的美好与祥和，努力学习、立志成才、报

效国家。”学生李紫萱说。

在该校，像彭黄舒羽这样的“红领

巾”讲解员有 100 多名。“让学生走上讲

台，用自己的语言讲红色故事，更容易

触动同龄人的心灵。”该校辅导员简文

江告诉记者，学校采取“党支部带队部”

方式，成立“红领巾”宣讲团，遴选品学

兼优的少先队员担任“红领巾”讲解员，

鼓励学生深入挖掘红色故事、独立撰写

讲解词，在学校国防教育中唱“主角”。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是

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分宜二

小，63 岁的老兵毛满根走上讲台，为学

生们讲解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并结合

自己的军旅经历，寄语学生做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少年。

毛满根来自新余市老兵宣讲团，每

逢八一建军节、全民国防教育日、国庆

节等重要时机，老兵们都会走进校园开

展国防教育。

“开学第一课”课堂上，有的老兵自

带装备模型，带领学生一起学习装备知

识、了解装备用途；有的老兵以“红色漫

画”吸引学生目光，讲述生动鲜活的红

色故事……

“一次宣讲就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新余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主任姚志告诉记者，请老兵讲“开学

第一课”，就是想告诉学生们，有一种力

量，叫初心；有一种传承，叫红色。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国防故事，是

我们的责任。”毛满根介绍，去年，他们

受邀在江西省 13 所中小学开展“听老

兵爷爷讲党史故事”专题巡回宣讲，收

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绿军装’牵手‘红领巾’，点燃学

校国防教育火种，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的生动实践。”姚志感慨，国防教育没有

下课铃，新余市军地将充分发挥“一老

一小”两支队伍的重要作用，常态化开

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帮助学生系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把国防观念刻入成长

年轮。

江西省新余市用国防教育启动“开学第一课”

“绿军装”牵手“红领巾”
■刘 航 本报记者 郭冬明

初春，阿里高原依然寒意瑟瑟，不

时有雪花飘落，在此驻训的新疆军区某

红军团文化帐篷内却暖意融融。一场

跨 越 3000 多 公 里 的“ 开 学 第 一 课 ”在

“云端”开讲，屏幕的一头是该团官兵，

另一头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

“这是我团官兵在海拔 5100 米的

‘党旗山’下过主题党日的画面……”主

讲人、该团某连指导员陶富春用一张照

片向同学们介绍了戍边军人的精神高

地，讲述了“云端哨所”的感人故事。

这是一场双方期盼已久的视频连

线。“‘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新时代

戍边英雄的精神写照。当同学们得知

要与高原戍边官兵对话后，他们很激

动。”执信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为了让同

学们了解军人“把青春压进枪膛、用生

命书写忠诚”的故事，他们与红军团取

得联系，请官兵上“开学第一课”。

“我们团不少官兵都是 00 后，别看

他们年纪小，在生死考验面前从不退

缩！”陶富春移动摄像头，对准一同听课

的官兵，00 后与 10 后通过屏幕互动。

镜头中，同学们看到，不少官兵的

脸上都有两抹“高原红”，干燥的皮肤、

皲裂的嘴唇、清澈的眼眸，这是“高原

兵”独有的高原印记。

“解放军叔叔，正是因为有你们的

奉献，我们才能安心学习、幸福生活，我

长大后也要到‘党旗山’下当兵……”学

生李稼轩与官兵对话，声音稚嫩，眼神

坚定。

该团政委张治国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他们收到执信中学学生寄来的礼

物，一封封书信、一张张手抄报、一幅幅

水彩画，纸短情长，饱含敬意，是珍贵的

新春礼物。随后，该团官兵也为同学们

寄去学习用具、军营文创等开学礼物。

“希望你们好学不倦、茁壮成长、成

才报国……”不知不觉间，“开学第一

课”接近尾声，官兵与同学们依依惜别，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下课铃虽然敲响，但该团与学校的

“云端连线”不断线。接下来，“云”上

参观团史馆、“同升一面国旗”等活动

将陆续展开。“我们与学校携手，常态化

开 展 国 防 教 育‘ 云 ’进 校 园 活 动 。 此

外，学校还聘任我团广州籍官兵为课

外辅导员，他们回乡探亲时会主动协

助学校开展军训、国防教育等工作。”

该团领导介绍。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推动国防教育“云”进校园

“高原兵”连线“羊城娃”
■崔浩浩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本报讯 陈林、特约记者张昊旻

报道：“正月里啊，正月正，我送我儿

去当兵，当兵好，当兵行，保家卫国立

新功……”正月二十二，正值周末，黑

龙江省北安市党群活动中心热闹非

凡，北安市人武部征兵工作人员旋转

着手绢，边舞边唱二人转《好男儿去

当兵》，一旁驻足观看的群众不时鼓

掌喝彩。

一曲唱罢，征兵工作人员向适龄

青年和家长发放征兵政策宣传单，耐

心答疑解惑。

“ 在 我 们 这 里 ，二 人 转 最 受 欢

迎。”大学毕业生高泽升告诉记者，他

和同学被热闹的场面吸引过来，看完

节目，又和征兵工作人员交流了很长

时间，仔细咨询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

政策，拉直心中不少问号，入伍意愿

更加强烈。

将二人转融入征兵宣传，是北安

市人武部创新征兵宣传方法手段的

有益尝试。人武部政委王兵介绍，二

人转是中国东北地区特有的地方戏

曲形式，传唱度很高，有“宁舍一顿

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他们将北

安籍优秀大学生士兵的故事、相关征

兵政策改编成二人转节目，在北安城

乡演出传唱，号召更多有志青年参军

入伍。

“宣传效果超过预期，大家的努

力没有白费。”看到现场家长和学生

咨询者众多，刚刚演出结束的和平

街 道 武 装 部 部 长 宋 欣 然 顾 不 上 休

息，又加入宣讲队伍。“从挑选故事、

创作剧本，到编写唱词、彩排预演，

每个环节我们都精雕细琢，人武部

领导还请来专业二人转演员指导帮

带。”宋欣然说。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创新征兵

宣传方法手段，持续激发适龄青年

参 军 热 情 。”王 兵 说 ，截 至 目 前 ，全

市应征报名的适龄青年中，大学生

占 比 70%以 上 ，其 中 大 学 毕 业 生 占

比 43%，为 今 年 征 兵 工 作 打 下 坚 实

基础。

上图：北安市人武部工作人员表

演二人转《好男儿去当兵》。

陈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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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叠成‘豆腐块’，摆放在床头

中间……”寒假结束，甘肃省白银市第

十中学迎来开学季，与学生一同走进校

园的还有担任该校“红军班”编外辅导

员的退役军人。他们来到学生宿舍，手

把手指导学生整理内务。

“‘红军班’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红色

教育课程贯穿整个学程。”该校校长粟斌

介绍。

据悉，为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军长征会师精神，推动国防

教育走深走实，今年 1 月，白银市白银

区军地出台《白银区关于推进国防教育

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在白银市第十中

学和白银区第八小学试点开设“红军

班”，要求试点学校将思政课作为传承

红色基因的主阵地，把“四史”学习教

育、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纳入

思政课程；红色教育课程以讲述红军故

事和抗战故事为主，为便于学生理解，

授课内容分为小学和中学两个版本；组

织“红军班”学生定期到会宁红军长征

胜利纪念馆等红色场馆开展主题实践

活动……

“‘红军班’编外辅导员由现役军人

或退役军人担任，他们主要负责准军事

化管理及军事技能培训。”白银区人武

部领导介绍，人武部为“红军班”制定学

生守则、军事素质考核项目及达标标

准，组织“红军班”学生每月到人武部过

一次“军事日”。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用来做军装……”走进白银区第

八小学，“红军班”学生正在上“军民鱼

水情”红色教育课。“红色教育课让我学

习了很多革命英雄事迹，懂得现在美好

生活来之不易。”听完课，学生郑思洋

说，能成为“红军班”学生是非常自豪的

事，自己一定会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

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人武部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以

“红色文化进校园”为主题，在全区 30

所中小学推广开设“红军班”，深挖驻地

红色资源、优良传统，有机融入红色教

育课程，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课堂，提高

国防教育质效，激励学生争做红军长征

会师精神新传人。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军地携手开展国防教育

“红军班”培塑“新传人”
■张 军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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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的天气，乍暖还寒。一大早，

河北省深州市大流村 83 岁的老兵张良

台来到村北晋察冀边区独立警卫营烈

士墓园察看。如今，张良台守护这片烈

士墓已 59 年。

守墓的故事要从 1940 年说起。当

时，日军对深州地区展开大扫荡。为掩

护大流村百姓撤离，晋察冀边区独立警

卫营的 144 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在八路军拼死保护下，张良台的父

母幸存下来。扫荡过后，他们和村民一

起将烈士遗体安葬在村北林地，决心守

护好救命恩人的坟茔。

“自记事起，我就跟着父亲为烈士

扫墓。”长期的耳濡目染，在张良台心中

播下报恩的种子。

1964 年，退役返乡的张良台担任

村民兵连长，也接过了为烈士守墓的接

力棒。除了日常维护，逢年过节，张良

台都会去墓地祭奠。他经常向民兵讲

述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战斗故事。许

多民兵深受感染，纷纷参与维护工作，

一同到烈士墓地砍藤除草。

20 世纪 90 年代，大流村所在的北

溪 村 镇 进 行 土 地 规 划 ，涉 及 烈 士 墓

地。得知消息，张良台立刻找到村党

支部书记：“这里埋葬的是烈士，他们

为救老百姓把命都搭上了，不能破坏

啊！”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烈士墓得

到保护。

2019 年，深州市有序推进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工作。2022 年 1 月，这片烈

士墓地修葺改造为烈士墓园，树立烈士

纪念碑，四周加筑围栏，通往墓园的道

路也得到修整硬化，整体环境庄严肃

穆，成为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自此，张良台又有了新工作，在墓

园担任义务讲解员。面对前来接受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干部群众、中

小学生，张良台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八路军的恩情不能忘！”

河北省深州市83岁老兵为烈士守墓59年

“八路军的恩情不能忘”
■彭 祥

把国防观念刻入成长年轮

■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梁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