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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坛

初秋时节，江西省南昌市。
退役战机振翅欲飞，重型火炮昂首

向天，各型坦克整齐列阵……记者一走
进位于红谷滩新区的南昌军事主题公
园，硝烟的味道仿若扑面而来。

烈日炎炎，众多参观群众却没有被
热浪阻挡住脚步。带着战友重温峥嵘岁
月的退役军人，在展板前认真察看装备
参数的青年，聆听讲解时对火炮好奇不
已的孩童……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各异
的参观者，在这里感受国防的魅力。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前些

年，受场地所限，南昌一直没有一个能
让市民近距离接触‘功勋装备’的场
所。”谈起建设军事主题公园的初衷，
负责公园筹备工作的原南昌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罗水长说。

开工建设前，就如何选址、如何发
挥国防教育最大效能等问题，南昌市委
宣传部、城乡建设局、教育局等部门举

行多次会议，最终将主题公园地点，定
在后续仍可拓展空间的红谷滩新区，并
将其列入该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献礼重点工程。

2017年 8月 1日，南昌军事主题公
园向公众免费开放，南昌市民有了不设
门槛的国防教育课堂。

不同于南昌的“另起炉灶”，2000
余公里外的辽宁省沈阳市八一公园，在
已有的城市公园基础上，结合当地革命
历史，嵌入雕塑群、军事装备武器等国
防元素。
“这样做，能更大限度发挥现有公

共文化设施功能，既让‘老公园’焕发
‘新活力’，又让群众在熟悉的环境触摸
到历史。”八一公园负责人表示。
“当下，许多地区对学生和党员干

部的国防教育相对重视，但全民国防教
育尚存薄弱环节。建设开放的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让所有群众都有机会近距离

接触国防，这是个好办法。”南昌警备
区司令员陆建刚说，军地各部门共同协
作，就能唱响国防教育“大合唱”。

据了解，2018 年 9 月 1 日施行的
《广东省国防教育条例》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建
设国防教育场所。宁夏每年将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建设列入年度工作要点。浙江
省将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设纳入党管武
装目标考评、文明城市创建、双拥模范
城（县）创建、国防教育评估等，确保
工作“有人问、有人抓、有人管”。

记者对全国多地调研发现，在军地
各级共同努力下，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百
花齐放、千园千面，共同形成“1+1=1”的
强大国防磁场。

河南省周口市国防园，作为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试点建设单位之一，在引入各
军兵种武器装备的同时，设置体现周口特
色军事文化的景观橱窗并定时更新；山东
省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宁夏黄河军事文
化博览园、江西省南昌舰主题园等，依托
退役舰艇装备，以宣扬海军、宣传海洋、
维护海权为主题，强化全民国防海防意
识；宁夏石嘴山市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建设
石嘴山中华奇石山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园
内伫立着古今多位爱国将领的雕像；天津
滨海航母主题公园以“基辅”号航母为主
体，开发参与性娱乐项目，让游客在休闲
娱乐中感受国防力量。

国防+公园，磁场有多强
—对各地探索建设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潘 娣 通讯员 张富华

“1+1=1”

家门口的国防教育课堂百花齐放

“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梁启

超先生百年前在救亡图存之际的呐

喊，至今听来仍具有巨大的时空穿透

力。兵者乃国之大事，“兵魂销尽国魂

空”，崇军尚武、固我国防，是国防教

育的永恒主题。一位哲人曾说，建筑

是凝固的音乐。时下各地相继兴建的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就好比是凝固的

国之兵魂。如何让“凝固”的国之兵

魂“动”起来，是当前国防教育的题

中应有之义。

适宜的载体必不可少。越来越多的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嵌入城镇建设，建在

群众身边，潜移默化融入大众生活。公

园基础建设是载体，真正吸引人的还是

主题公园的“主题”，这是国防教育主题

公园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缺少深度策

划、创意设计、内涵开拓，就难免简单复

制、千篇一律、审美疲劳。人民群众喜欢

的国防主题公园，应既有硬设施又有软

环境，既能看景观又会讲故事，既重感官

享受更重心灵体验，自然亲和，润物无

声，寓教于乐，渐渐成为群众生活休闲之

往、精神朝圣之处、缅怀纪念之所、旅游

打卡之地。

思想的防线最强大。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它一再警示我们，国富不等

于兵强。承平日久，容易滋长马放南山

的思想，容易对弱兵怠武反思不足。正

视历史才能更好地赢得未来。封建王

朝兵民分离的落后军制，造成老百姓国

防观念的淡薄甚至缺失。近代以来，

“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教训惊醒了人

民。虽然围绕“什么落后才挨打”众说

纷纭，但其中最大的认知公约数无疑是

对国防落后的集体反思。思想上的防

线，是一个国家无形而又最有效的国

防。勿忘国耻，强我国防。国防教育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村镇、进公园，

最终是要入脑入心，让“关心国防就是

关心自己的家园”“国防连着你我他”等

国防理念深入人心，让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永驻心头，从而筑起强大的

思想防线。

人人行动起来。“我们没有别的本

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20世纪50

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会见外国客人时讲

的这番话，深刻揭示了新中国国防力量

的根基所在。人民是国防之本，国防教

育唯有走进人民群众方有源头活水。正

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军队

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实行全民国防，真正使人人关心“国之大

事”，就能积蓄无穷的国防潜力。“军民团

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本身就

是国家安全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也

是最有力的战略威慑。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传递热情

的火焰。新时代，一座座国防教育主题

公园，正成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跃动

音符，成为嵌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家

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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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公园是城市的名片。有人说，公园是

城市的音符。当公园遇见国防，会是什么模样？会

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公园按其主要功能可分为综合

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历史名园等。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作为具

有特定内容与形式的城市专类公园，除了具有游憩和配套管理服务设

施的绿地外，还因其特有的国防教育功能而广受关注。

2010年初，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在全国选择 8个公园作为国家国

防教育主题公园试点建设单位，并建议在全国推广。2015 年，据国家

国防教育办公室统计，全国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已达

190余家。

10 年过去，如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在中华大地上百花齐

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要，成为装点城市面貌、完善城市功

能、打造独特城市品牌的重要名片。如何

有效挖掘城市国防文化潜力，谋划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长期发展，成为摆在各地面前

的重要课题。

关注身边的国防特别策划

图①：参加军事夏令营
的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中小

学生在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

瞻仰“同心筑梦”主题雕塑。

宋 健摄

图②：在江西省南昌军
事主题公园，参观学生听讲

解员讲述战机背后的故事。

林俊雄摄

图③：宁夏黄河军事文
化博览园举办的“小水兵夏

令营”活动中，参营学生在练

习匍匐前进。 黄均元摄

图④：浙江省平阳县麻步镇武装部组织
预定新兵到该镇新建成的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参观。 宋 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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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爱好者常先生是一名退役
军人，曾前往全国多地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参观。他既为主题公园
日益增多感到高兴，也因看到一
些退役武器装备维护保养不到位
而忧虑。
“不少装备都是花挺高的成本运

回来的，也专门建了配套设施，但
谈到维护保养，既需要经费保障，
也需要专业人员……”采访中记者
发现，不少主题公园面临这一问题。

目前，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大多
由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并长期向公
众免费开放。据一位主题公园工作
人员介绍，请地方船厂维护一艘退
役舰艇，花费不菲，加上园内工作
人员工资等，公园的维护运营费用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运营能否
兼顾？

有专家认为，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内的武器装备由军事机关无偿
提供，公园免费开放理所当然，
但同时，完全可以通过开发配套
项目和衍生文创产品，打造“一
站式主题旅游目的地”。有的国防
教育主题公园由于设置简单、内
容同质，开门时热闹，开门后冷
清。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找准军
事文化与主题公园的契合点，与
时俱进，推陈出新，以独特的主
题创意强化核心竞争力，构建多
元化盈利模式，实现取之于斯、
用之于斯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一些地区积极探索国
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创新运营，找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点，努
力创造国防+公园“1+1=∞”的无
限可能性。

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在舰
上设置作战指挥中心、情报舱、水
兵倾斜舱等体验内容。舰下建设码
头广场、4D影院、航母野战营等配
套特色项目。疫情期间，公园还推
出“宅家硬核云游航母”直播活
动，吸引众多网友关注。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牛行车

站、建军雕塑广场、南昌军事主题
公园一体化旅游教育线路，并将南
昌军事主题公园纳入国家国防教育
示范城创建项目。”南昌市创建国家
国防教育示范城指挥部副指挥长王

宗军表示，国防教育也要跟上科技
创新脚步，筹备中的主题公园二期
建设，计划将 VR、AR、MR、全
息、裸眼 3D 等各类技术运用于设
计建设。

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借鉴国内
外先进经验，探索通过高科技仿真
模拟训练、参与体验等方式培育国
防后备人才。据公园工作人员介
绍，园区正在与一家专业模拟飞行
人才训练中心对接合作，并计划依
托“科学一号”退役考察船，以内
部网络动态展示、人机互动等方
式，建设海洋科普教育和人才学习
实训平台。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创新，还

应挖掘文化内涵，如果园区内没有
故事可讲，代入感和感染力就不会
强。”广东省肇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吴志东认为，文化内容的不可复制
性，决定文化的生命周期。主题公
园应挖掘武器装备、雕塑等背后的
英雄故事，提升文化附加值。

当前，城市文化产业正步入加
快发展时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9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86624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全年国内游客
60.1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8.4%。随
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
断增长，各级政府纷纷将文化强市
摆上议事日程。有研究认为，优质
的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发展前景乐
观，市场潜力巨大。
“当然，受制于经济等各方面因

素影响，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在各地
区发展还不太平衡。建设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还需稳扎稳打、锲而不
舍推进。”南昌警备区政委、南昌市
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曹国胜说。

图片制作：张 锐

“1+1=∞”

与时俱进的主题公园前景广阔

有国防元素的公园，就能称作国防
教育主题公园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虽尚未
出台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具体标准规范，
但军地各级在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权威
性、专业性上下足了“绣花功夫”。

一些地区在设立国防教育主题公园
时，依托已有法律与资源，进行筹备与
建设工作。

广东、宁夏等地，主要依据《国防
教育法》《国防教育基地命名管理办
法》建设国防教育主题公园，要求公园
主题内容鲜明、管理正规有序、经费保
障落实、社会效果显著。浙江军地按照
干枝结构，在全省铺开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建设，并依据各地特点，对市、县
（区）、乡镇主题公园建设内容，分别提
出指导意见。

为确保权威、专业，各地区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展出的退役飞机、坦克、火

炮等武器装备，均通过军事机关向上级
申领。一些地区的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
设方案，还送请驻地军事机关、军事专
家把关。以广东省为例，国防教育办公
室牵头会同其他部门拿出主题公园方
案，驻地军事机关对内容设置进行把关
并提出建议。
“有一次出海遇上大风浪，我和战

友正在床上休息，因为当时经验不足，
直接被甩出两米远。”在退役南昌舰的
兵舱，原海军南昌舰机电长、南昌舰主
题园负责人杨双峰，正向前来参观的游
客讲述出海经历。
“亲历的人讲故事，更有说服力。

另外，我们对武器装备的各项性能参
数，也比较熟悉。”原海军银川舰政
委、宁夏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负责人索
德胜介绍，该博览园招聘了 11名退役
军人从事讲解、维护等工作。

权威、专业的国防教育内容，产生

了“1+1＞2”的效果。
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立足老营房国

防教育基地，开设军事训练、模拟装备
操练、穿越障碍等项目，已完成 175批
次、5200 余人次教育培训，成为开展
国防教育、培育军事后备人才的重要平
台。海军公园如今成为青岛旅游新地
标、群众喜爱的“打卡地”。

即将入伍的余坤，是一名大一新
生。去年 8月，学校组织他和同学们前
往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参观。“那是我第
一次近距离接触战机火炮，听讲解员讲
述‘功勋装备’背后的故事。我为祖国
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感到自豪，也坚定
了从军报国的决心。”余坤今年报名应
征并通过考核，圆了从军梦。
“生活在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们，

很少有机会零距离接触驱逐舰、潜艇等
大型海军装备。”家住宁夏银川市西夏
区的王女士感慨，以往想看海军装备，
得乘坐飞机到海滨城市。这几年，她经
常和朋友一起带孩子到宁夏黄河军事文
化博览园参观，如今孩子对海军舰艇的
构造等如数家珍。

据介绍，宁夏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
2013 年 9 月开园以来，已与 30 余家学
校签约共建教学实践基地，每年组织青
少年和学生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活动约
10 万人次，举办专题讲座数十场次，
累计接待游览群众约300万人次。

“1+1＞2”

专业权威的国防教育内容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