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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网生一代”“拇指一
族”的青少年，有着特有的认知习
惯和审美诉求。如何不断创新国防
教育方式、赢得青少年的认可，是
上海警备区上上下下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在警备区干事许斐的办公室，记
者看到许斐梳理出的一组国防教育样
本，每一份都有细化的具体实施流
程，新颖的形式搭配定制宣传内容，
让人眼前一亮。

据统计，某视频平台月均活跃
用户达 1.72 亿， 18 至 35 岁用户占
总用户数的 78%，高互动性的弹幕
文化、平等交流的对话空间、开
放多样的内容创作，让该平台成
为上海警备区在云端开展国防教
育的“试验田”。

2020 年全民国防教育日前夕，
上海警备区会同某视频平台发布
“一日探军营”网络征集令，在经过
选拔淘汰和严格遴选后，6位主播走
进驻沪部队体验军营生活，拍摄视
频短片。随后发布的 6 款军营 Vlog
在 12小时内浏览量突破 300万，3天
内达到 860余万。

视频播放过程中，网友弹幕输
送不停。满屏的红色弹幕穿梭飞
舞，极具仪式感。很多网友说，“笑
着笑着就哭了，我爱我的国！”爱国
之情溢出屏幕，让人心潮澎湃。探
营视频成为硬核国防教育大课。

上 海 某 音 频 平 台 拥 有 6 亿 用
户、数百万主播和亿万音频。该平
台也是上海警备区创新网络国防教
育的合作对象。在繁华的南京路步
行街上，建有一座座“有声南京
路”朗读亭和快闪店，游客可一边
购物，一边收听了解上海红色文化
知识。

推动国防教育入驻音频平台，双
方很快就相关合作达成一致：将声音
和文化相结合，平台通过引入国防军
事题材，开设专门账号、打造国防教
育“有声课堂”，为市民提供丰富便
捷的国防文化节目，为全民国防教育
添砖加瓦。

南京路所在的黄浦区人武部政
委彭春林说：“‘南京路+音频平
台’是国防教育的一个成功案例，
警备区牵头驻沪部队搞好文化创
作，网络平台提供硬件和技术支
持，实现了线上线下、军内军外的
有机统一，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上

海国防声音名片’。”
登录该音频平台，一档节目吸引

了记者目光。从 2020 年 7月 1日起，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录制《建党 100
年 100讲》系列节目，采取每周定期
更新方式持续至 2021年 7月 1日，成
为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素材。

此外，在上海某网络游戏公司
和某资讯发布平台，国防教育专项
对接也在进行。下一步，上海警备
区将分别同他们合作研发具有军营
特色的网络小游戏、打造权威的驻
沪部队资讯发布平台。
“上海国防教育转型的有益尝

试，有效拉近了青少年和军营之
间的距离。”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
局主任田远介绍，站在建党百年
的新起点上，上海的国防教育要
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创造出更多
能走进青少年心灵深处的作品，
让国防教育更加有血有肉，更加
鲜活生动。

一组教育样本启发新思路——

“试验田”的转型

据统计，2020年，我国网民数量突

破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信息网

络时代，国防教育因网络而获得生机，

也因网络而面临挑战。离开网络谈国

防教育创新既不现实，更难有作为。强

化国防教育“互联网+”思维，走开“云

端”国防教育的路子既是大势所趋，更

是必由之路。

国防教育应聚流量建阵地。信息网

络时代，有流量才有受众面，国防教育应

紧盯那些人员聚集、流量大的平台抢阵

地。可跟随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借鉴地

方“一网通办”做法，链接地方红色党建

家园，构建军地一体“云端”教育频道，创

办全民国防教育网；推动部队微信公众

号等相关平台向地方媒体覆盖，扩大国

防信息和军营故事的传播力影响力，构

建国防资讯“云端”宣传频道；同当地主

流传媒集团和高新互联网企业达成公益

合作协议，整合社会反响好、影响力大的

平台，构建国防教育“云端”慕课频道，真

正让国防教育找到“网络接口”，融入“动

感地带”。

国防教育应懂“网感”转风格 。“网

感”指对网络的敏锐感知度。青少年是

国防教育的重要受众群体，他们是“网

生一代”，崇尚“指尖上的生活”，喜欢

“平等的交流”。国防教育要善于观网

势、解网情、会网言、懂网语，在懂“网

感”中转风格。创新话语体系，说时代

新话、讲时代新理、谈时代新例，多用群

众耳熟能详的语言、青年喜爱追捧的网

络语言，以清新的文风和独到的见解赢

得认可；充实教育内容，可以从雪域高

原、沙漠戈壁官兵角度讲生活之艰辛，

从急难险重行动任务入手讲工作之艰

难等，让青年一代看到“钢铁长城”也是

血肉之躯、牺牲奉献也有家庭牵挂、无

畏逆行背后是爱民大义，靠真实打动

人、靠真情感染人；丰富形式手段，采取

图解化、场景化、互动化等方法，通过

VR、AR、3D等技术手段，推动国防教育

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由抽象说理向

形象感化转变，真正靠鲜活吸引眼球，

靠真情打动受众。

国防教育应树立“万物皆媒”的思

维。未来将是高速度、低延时、万物互

联的时代，过去“单一终端一统天下”的

模式一去不复返。国防教育应强化大

众创新、“万物皆媒”的思维，面向社会

走向社会、直面网络覆盖网络。靠大众

参与打开局面，让有经历更专业的人去

弘扬部队传统，让有影响、有流量的人

去讲述军营故事，让有追求、有热情的

人去激发爱国情怀，真正形成人人去

讲、大众去做的生动局面。靠优质平台

持续“圈粉”，聚焦当下大型社交网站、

热点微信公众号、抢眼的军营 IP开展国

防教育，扩大受众影响。靠品牌效应赢

得关注，品牌具有广告效应，可打造多

功能一体的线下国防教育基地品牌，创

办优质广播电视栏目品牌，形成国防文

化在线品牌，不断提升国防教育的渗透

力、覆盖面。

国防教育是培塑公民国防观念、增

强国防意识之举，是激发公民“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思

想教育，肩负启迪心智、凝聚共识、成风

化人的神圣使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在信息网络时代，为建设强大军队、

巩固强大国防汇聚强大精神力量，全民

国防教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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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防情怀在“云端”激荡
—上海军地探索创新网络国防教育模式闻思录

■程礼兵 本报特约记者 樊 晨

写在前面

2021 年，我们党将迎来百
年华诞。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红色历史和革命底蕴十分厚
重，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提供
了丰富的养分。上海又是改革
开放前沿，不断攀登高度、挑战
深度、刷新速度，强劲的科创实
力为创新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
有利条件。

在信息网络时代，如何借
助红色资源优势、经济科技优
势开展好新时代的国防教育，
一直是上海警备区党委思考
研究的课题。为此，他们开展
为期一年的专项调研，挖掘潜
力、收集样本、实践探索，既深
入街头巷尾，又借助云端网络
开展国防教育，努力让关心国
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
和自觉行动。

2020年年末，由上海警备区牵头完
成的一份关于国防教育的调研报告新
鲜出炉。这份报告生动呈现了上海深
厚的红色文化底蕴，系统展现了上海作
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开展新时代国防教育所蕴藏的巨大潜
力。报告中，有翔实的数据、典型的案
例和清晰的展望，擘画出上海与时代同
频共振、为建党百年献礼的全民国防教
育蓝图。厚厚的调研报告背后，是近一
年来该警备区国防教育专项调研组走
访上海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院校社
区进行调研的深深足迹。

翻阅这份调研报告，记者发现，这
些年来，上海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卓有成
效。2018年，上海提出打造“红色文化”
品牌并制订 3年行动计划；2019年，上海
发布调研梳理出的 1020 处散落的红色
纪念地。至此，上海千余处红色地标
“连点成片”，基本完整串连起中国共产
党孕育、创建、诞生的全过程。

在科创实力方面，截至 2019年 8月，
上海持证互联网企业有 1966家，数量居
全国第三，产值居全国第二。其中，上
海有 20家头部企业入围“中国互联网百
强”，占据全国 40%的网络游戏市场，
60%的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和 70%的O2O
生活服务市场，具备业态完善的数字内
容产业链。

虽然拥有红色资源和科创实力优
势，全程参与调研的该警备区干事王晓
旭坦言，上海大中小学的国防教育创新
仍显不足，覆盖面广、传播力强的国防
教育品牌还比较少。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最受
上海青少年青睐的 3种国防教育渠道占
比分别是：手机端 64.5%，电脑端 23.1%，
线下活动约 12%，国防教育“掌上课堂”
已成主流。
“随着VR、AR、3D全息影像等新兴

技术不断成熟，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体验
现实场景，依托这些新技术打造的平台
是有待我们发掘与布局的国防教育新
方向。”上海警备区国防教育专项调研
组负责人刘长海介绍，面对新形势、新
技术，创新国防教育模式正当其时、大
有可为。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接协商，2020年
7月，上海军地联合出台文件，明确“平
台共享机制”和“重大选题报送机制”。
上海报业集团为部队社交媒体账号提
供专业运营指导，各大主流媒体畅通军
事宣传绿色通道，针对重大军事热点，
市委宣传部主动协调专业新闻采编团
队加入，实现国防教育“一呼百应”。
“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
长郭俊告诉记者，媒体平台必须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传播国防观念，讲好军
营故事，助推国防建设。

抢占新兴媒体平台，巩固主流媒体
阵地。近一年来，上海警备区同上海各
类红色场馆形成教育互助机制，同 5家
驻沪大型互联网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国
防教育的共识，同《解放日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和上海电视台等多家主流
媒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大大扩展了上
海全民国防教育的“朋友圈”。

一场专项调研标定新方向——

“朋友圈”的扩容

2020 年 11 月初，由上海警备区
制作并推荐的短视频《我被抓去当兵
了》 参加国防军事电影盛典，荣获
2020年“国防万映特别奖”。

复盘会上，警备区许多同志表
示，“共情”才能共鸣。这部短视频
的成功在于将“奋进新时代，聚力
强军梦”的大主题具象化，将家国
情怀、使命担当用时尚、潮流、酷
炫的元素巧妙地表达出来，主旋律
的内核加上接地气的外壳，与二次
元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迅速成为
国防教育短视频的“爆款”。

创新首先应打破传统思维，上
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张旭伟
表示，上海是潮流文化的发源地和
聚集地，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国防
教育也要不断更新理念。比如，可
以通过动漫表情包、诙谐短视频以
及富有韵味的音频制品等方式抢占
主动。

2020 年初，某视频平台“最美
的夜”跨年晚会在各大卫视“跨
年大战”中成功突围，由退役军人
合唱团演绎的 《钢铁洪流进行曲》
《中国军魂》 等气势磅礴的军歌震
撼人心。铿锵旋律搭配生动展示，
节目突破传统模式，聚焦新颖的
表现手法，触动观众最细腻的情
感，线上线下圈粉无数。

为献礼党的百年华诞，2020 年

12月，“同一个信仰”全国网络视听
平台系列快闪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
举行。活动以“同一个信仰”为主
题，自 2021 年 1 月起至 5 月每月举
办一次，在多个红色地标开展联动
快闪，组织社会各行各业代表参
与，共同庆祝建党百年。

目前，上海还储备了一批献礼建
党百年题材的网络视听节目。其中，
网络剧《我们的时代》《暖冬》、网络
电影《空降排》、网络纪录片《智慧
中国（第三季）》已入选国家广电总
局庆祝建党 100周年精品网络视听节
目创作展播片单。
“在‘云端’开展国防教育，

既 应 在 新 潮 与 守 规 间 找 到 平 衡
点，还应关注安全保密和舆情动
态。”上海市闵行区人武部政委刘
杰峰说，上海警备区高度重视信
息发布后的网上反馈情况，并向
记者讲起一次网宣产品发布前夜

的场景。
那晚，各级领导全部在岗在

位，所属人员将即将上架的数个
平台“包干到户”，负责紧盯视频
划过的弹幕和持续更新的评论。
发布一周后，有关部门送上一颗定
心丸：“未出现一例负面言论，微
弱 的 中 性 声 音 都 被 网 友 自 主 引
导，说明年轻网民的媒介素养在
提升，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网络
传播样本。”
“网络曾让很多人选择回避和封

堵，但当我们更新思维理念后发
现，网络并不是想象中的‘洪水猛
兽’，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警备区司令员刘杰告诉记者，军营
不是真空，开展国防教育应顺势而
为，实现为我所用。下一步，要积
极维护现有的平台资源，拓展更广
阔的宣传阵地，着力打造国防教育
的上海品牌。

一部短视频彰显新理念——

“共情”才能共鸣

上海警备区邀请某视频平台主播体验部队生活并拍摄军营Vlog，视频在该平台上线后圈粉无数。图为一位主播（右三）在海军某部学习飞行基础知识，团队工作人

员正在拍摄体验过程。 林 凯摄

国防聚焦

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主办的首届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暨红色故事会在网络

平台直播，图为参赛选手饱含深情地讲述红军故事。 王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