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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成钢”启征程 从军报国正当时
聚焦

□本报记者 安寅东 通讯员 董璇

9月 26日，走进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武部政工科
会议室，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国防教育月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总结。“今年的国防教育月咱们和地方的融媒体中
心联合制作的科普视频展播，效果非常好，咱们的新战
友小张同志出了很多新思路……”大家纷纷对新入职
的文职人员小张竖起大拇指。

“多亏参加了军区组织的初任培训，让我学习到了
不少岗位所需的‘硬知识’。在短短的培训期间，我尽
快完成了角色转变，快速适应了军旅生活。我将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为新时代强军事业添砖加瓦。”小张对
未来信心满满。

8月中旬，内蒙古军区集中组织开展了2024年新
招录文职人员初任培训，为“新战友”加钢淬火，助“孔
雀蓝”换羽翱翔。

军事训练淬本领

“既然加入了军队文职这个大家庭，就要有军人的
样子。”在 2024年新招录文职人员初任培训的开训动
员讲话上，军区政治工作局的领导对集训提出要求。
姓文先姓军，为使新招录文职人员能够练就扎实作风，
集训采取全程封闭管理，并严格落实军人一日生活制
度，每日安排队列训练科目，塑造良好形象。

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面对高标准的队列训练
要求，最初，不少“新兵”犯了难。“从前上学的时候，周
末经常一觉睡到中午，来到集训队每天 6点就要起床
出操，着实让我头疼。”大学毕业就考入文职人员队伍
的小林叫苦道。无独有偶，已经在地方工作10年的老
郑也深有体会：“从前工作就是每天处理文件公文，时
间一久身材走了形，体能也严重下降，集训队这样的强

度的确让我有点吃不消。”
困难虽大，但大家的训练热情高涨。叠的被子总

是像个“小面包”怎么办？那就大家一起来帮忙，压被
子，修棱角；跑步总是跟不上大队伍怎么办？那就晚饭
后、早操前额外加练。

“这些文职人员真能吃苦！”集训队队长田建军感
慨道，“这次集训对于没有部队经历的人来说，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但是这半个月来从没有人找我诉苦，只有
来向我请教如何提高体能成绩的，他们的毅力值得敬
佩。”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更是磨砺出来的。从军之初
练好“铁脚板”，让参训人员号令意识更强，军人作风更
硬，战斗意志更坚。军区政治工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这批新入职的文职人员的转变正是我们所期待看
到的。近年来，我们一直重视新聘文职人员的素质培
塑，在初任培训中加大队列训练、内务规范、体能训练
科目比重，帮助他们系好‘第一粒扣子’，走稳从军第一
步。”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9周年，内蒙古军区还组织全体参训人员前往武川
县德胜沟参观红色场馆,开展野外综合训练。群山之
中，他们雄赳赳、气昂昂，顺利登顶山峰，挥舞着手中的
红旗，喜悦的欢呼声在山间传递……

不知不觉间，全体参训人员在一次次挑战中增强
了本领，于一日日磨砺中提升了素养，逐渐适应了部队
高标准、严要求的生活节奏。

思政教育铸军魂

“相比体能上的进步、纪律上的养成，更让我欣慰
的是他们思想认识上的快速转变。”集训队队长田建军
谈起“新兵们”的成长进步，眼神中满是自豪。据介绍，
本次集训坚持理论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相结合，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上好
“大思政课”，为新一代“孔雀蓝”凝心铸魂。

走进内蒙古军区军史馆，一件件老旧物品、一张
张黑白相片带着岁月沉淀，无声讲述着先辈们的英
勇事迹。“战斗英雄邰喜德面对强敌，策马冲入炮火
封锁区，喊出的那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
血，为人民立功’，让我心潮澎湃、热血上涌。”参训学
员张国振说，“从穿上这身军装起，我就是军队一
员，我一定继承好革命先辈的遗志，绝不辜负他们。”

在乌兰夫办公旧址，参训人员深入了解了乌兰夫等
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现场聆听了内蒙古军区原副司令
员王印清老将军的精彩授课。年近80岁的老将军一讲
就是两小时，在场人员无不动容。大家纷纷表示，王印
清老将军4次将立功受奖机会让给别人，我们也要发扬
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

青山如屏，沟谷森森。层峦叠嶂间，忽闻声声口号
激荡开来，气势壮阔雄浑，使得林鸟惊飞。“……珍惜军
队荣誉，献身国防事业，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而努力奋斗！”在巍峨挺拔的大青山的见证下，50余名
新入职文职在此庄严宣誓。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为抗战时期通往苏蒙的
红色交通枢纽、华北抗日战线的桥头堡，是全国 19个
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和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区之一，
对一名军队文职人员来说，在这里宣读誓词意义非
凡。“读书时，我也曾来这里参观过，但今天，穿上这身
迷彩，走着整齐的队列，在党旗前与同志们共同宣誓心
中理想，感受格外不一样。”参训学员褚卿立说。

参训学员从一场场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汲取精
神养分，在回溯光荣岁月中强化政治自觉，在聆听先辈
事迹中坚定强军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孔雀蓝”快速进入了“军队人员”的角
色，完成了思想认识、身份定位的蜕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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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佳丽 通讯员 史冰琦

“当我看到‘守望父亲的冰河布娃娃’时，眼眶不禁有些湿
润，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代代边防军人的牺牲和奉
献。”近日，在参观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戍边文化公园后，
学生王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王晶所说的“守望父亲的冰河布娃娃”是该市戍边文化公
园内的一个石雕。当年伊木河边防连连长张国臣的妻子带着
4岁的女儿不远千里来丈夫所在哨所探亲，却因冰雪封路未能
相见，女儿将父亲买的布娃娃放在河边替她等候……这个故事
生动地诠释了戍边军人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大力弘扬戍边精神，额尔古
纳市军地双方深挖驻地戍边红色资源，协力打造北疆戍边文化
阵地，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凝聚爱边、护边、强边、兴
边的思想意识，助力夯实北疆安全稳定基石。

额尔古纳市人武部积极协调驻军单位，充分挖掘戍边文
化精神特质，发动乌兰牧骑民兵排等力量，精心打造戍边文
化宣传演出作品，生动诠释和演绎额尔古纳戍边历史的深
厚意蕴。

为把英雄精神传承好，把英雄事迹宣扬好，额尔古纳市人
武部在市广场打造了戍边英模系列宣传栏，展现戍边英模典
型事迹，树起精神旗帜。如杜宏连长用 13年的军旅生涯、11
年的戍边历程，诠释“北疆卫士”精神的深刻内涵；李长庚中队
长在危急关头将司机推出车窗外，用感天动地的瞬间阐释了
戍边军人的精神品格……他们是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的
践行者。

讲述好戍边主题故事，宣扬好戍边英模典型，还要开展好
戍边系列教育。额尔古纳市人武部与地方政府打造了国门研
学示范带，组织国防教育讲师团进校园宣讲；军地双方多措并
举培养中小学生爱国情怀，以戍边文化为主线，通过讲戍边历
史课、边疆变迁课、戍边英模课，增强国防意识。

额尔古纳市军地各级将持续深化北疆文化建设，深入挖掘
驻地戍边文化资源，聚力打造戍边文化品牌，传承发展好根植
在北疆大地上的优秀文化，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
应有贡献。

文化筑基赋能国防教育

□本报记者 杨柳 通讯员 史冰琦

“奔流不息的额尔古纳河，见证了边防军人餐风饮雪，甘洒
热血的牺牲奉献……”近日，在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三中
学开展的国防教育专题讲座上，额尔古纳市人武部陈超讲述了
边防军人忠诚守护祖国北大门的戍边故事。

一个个故事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在场学生纷纷被戍边军
人忠诚、坚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打动。“戍边军人身上的优秀
品格深深教育着我、激励着我，我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一定要好好学习本领，将来报效祖国。”学生李萌萌说。

在体育课上，记者看到学生们跳跃矮墙、过平衡木……
在面对高难度的障碍物时他们相互鼓励，最终顺利通过。

“将军事技能训练内容搬到体育课堂中,在增强学生们身体
素质的同时,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和顽强拼搏的意志,
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额尔古纳市人武部军事科参
谋姜力炜说道。

在课堂上，学生们认真阅读额尔古纳市人武部给他们发放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手册，人武部工作人员耐心地
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
定屏障等内容，让他们了解我国当前的安全形势，明白国家安
全的重要性。额尔古纳市人武部还邀请学生们参观该单位国
防教育展厅，一行行文字、一段段历史、一件件展品，深深吸引
着学生们的目光，大家专注听、认真记，了解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感受祖国军事科技的发展。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自额尔古纳市第三中学
国防教育示范校挂牌以来，额尔古纳市人武部便与该校结
成对子，充分发挥该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
防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切实增强国防意识，激发青少年的爱
国之情。

厚植爱国情怀 砥砺强国之志

□本报记者 王皓 通讯员 苏赢

日前，通辽市霍林郭勒市人武部联
合霍林郭勒市委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
局、教体局等多部门，在霍林郭勒市博
物馆开展了“大决战·大统战——东北
解放战争统一战线力量专题展览”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

活动中，讲解员从“争取和平民主
创建东北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 成立
行政委员会”“汇聚民心所向 筑牢第二
条战线”等七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讲
解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各阶层人
民大团结、大联合，为取得伟大胜利而
作出的重要贡献。

“通过参观专题展览，不仅让我对
辽沈战役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更加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
少年，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历史，发愤图
强，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霍
林郭勒市第三小学学生尹则为说。

据介绍，霍林郭勒市人武部将打
破地域界限，军地携手继续引进红色
主题展览，深化红色资源交流合作，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让红色资源动起
来，为官兵和青少年学生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生动教材
和精神滋养，引导他们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勿忘国耻，树立居安思危的
忧患意识。

在孩子们心中
播撒“红色种子”

□本报记者 许敬 通讯员 吴海梅

“这次活动给了我警醒，为我以后规范用网提供了借鉴。”
近日，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武部结合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开展了以“文明上网安全用网依法治网 共建共享清朗
涉军网络环境”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进军营活动，不少战士
在听过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课后，引发强烈反响。

网络安全是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筑牢军营网络安
全防线，技术手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官兵的网
络安全意识。多伦县人武部通过抓好自身学习教育、搞好
联合宣传活动等途径，进一步加强军营网络文明建设，提升
驻地官兵及人武部所属人员安全用网意识，筑牢部队网络
安全防线。

多伦县人武部组织所属人员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防网络泄密十条禁令》《网
络安全法纪警示教育手册》等，将网络安全教育内容纳入法纪
警示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教育，并通过观看警示教育录像、剖析
案例、讨论辨析、交流体会等多种形式，以事实说话、以问题警
示、以案例释法，让所属人员澄清模糊认识，提升网络安全意识
和能力，夯实军营网络安全基础。

此外，该县人武部还积极联合县委宣传部、国安办等单
位，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课
等形式深入县驻地部队开展宣传活动，以官兵通俗易懂、喜
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切实筑牢网络安全防
线，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对强军兴军和备战打仗的服务保障
作用。

把 好 网 络“ 安 全 关 ”
筑 牢 军 营“ 防 火 墙 ”

□本报记者 许敬 通讯员 魏漠霖

聆听戍边故事、体验武器装备、游览兵团旧址……
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苏
木，在这个边境小镇体验一场红色之旅。“仅今年暑假
期间，我们就接待了研学团体100余个，游客万余人。”
乌拉特中旗组织部部长张双龙说。

乌拉特中旗位于祖国正北方，黄河“几”字弯最顶
端，著名的乌拉特民歌《鸿雁》从这里传唱四方，素有

“鸿雁故乡”的美誉。位于该旗西北部的川井苏木，是
乌拉特草原的核心区域，以其优越的自然风光，吸引着
八方游客。

“川井，蒙古语意为烽火台。因地理位置重要，川
井苏木是古时的军事战略要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
形成了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良好局面。”该旗
旗委书记、旗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崔景翔介绍，2016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全
国范围内培育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借此
东风，川井苏木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筹划打造国防特
色小镇，探索出一条“一核四区多点”的特色产业发展
之路。

所谓“一核”，是以川井国防教育实训基地为核
心；“四区”为国防教育研学区、红色文化体验区、红

色记忆商娱配套区、公共综合服务区；“多点”，即围
绕国防特色小镇链接多个精品景点。该旗军地通
过大力推进“国防教育+文旅”融合发展产业，进一
步擦亮思想固边、文化润边、产业兴边的北疆国防
品牌。

一进入国防特色小镇，“乌拉特中旗国防教育实训
基地”的红色字样便映入眼帘。“去年，乌拉特中旗下拨
专项资金建起这座国防特色鲜明、功能设施齐全的国
防教育实训基地。”该旗人武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了退役飞机、坦克、榴弹炮等武器
装备，并将诸多军事元素融入基础设施建设，让游客通
过投掷手榴弹、操作迫击炮、模拟驾驶坦克等活动，增
加体验感。

不久前，重庆市铜梁区的 100名师生走进该国防
教育实训基地，在“战壕”里冲锋陷阵，体验了投掷手榴
弹、操作火箭筒和高射炮等。学员董旻柯是个“军事
迷”，走出“战壕”，他仍沉浸在兴奋之中：“这些武器装
备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没想到今天能亲身体验，太
刺激了，更加深了我对军营的向往。”

行走在国防特色小镇街头，一股浓郁的红色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国防文化长廊、国防广场，有历
史年代感十足的防空洞、地堡、供销社、粮站等建筑，道
路两侧还立有展示戍边故事、英模人物等内容的宣传
展板和浮雕。

在国防特色小镇活跃着不少国防教育讲师，有驻

地部队官兵，有复转军人，也有民兵。他们通过生动翔
实的讲解，为游客展示小镇的红色魅力，成为一道独特
风景。“为强化国防特色小镇的教育功能，我们遴选思
想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好的200余名人员，担任国
防教育讲师，为游客义务宣讲。”该旗人武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

“我的任务是每天背上望远镜，在边境线上巡逻，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和车辆……”在“马背上的护
边员”故事展厅，国防教育讲师、退役军人谢建民为参
观者讲述护边故事。“一条狗、一部望远镜陪伴谢建民
走过28年，他风雨无阻的坚守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
看着展柜里谢建民手写的巡边日记和亲手绘制的川井
苏木守边地图，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大一学生衡学智感
慨万分。

寓学于游、寓教于乐。为让红色地标充分发挥教
育效能，该旗还将长城遗址、牧羊海兵团文化园、骑兵
营旧址等 6处红色景点串点成线，打造了国防旅游线
路。“3天的研学，内容很丰富，既让我学到国防知识，又
通过观摩体验开阔了视野，对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很
有帮助，来得很值！”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刘兆雄一路走
一路看，收获满满。

“培塑家国情怀要久久为功。”崔景翔介绍，乌拉特
中旗将通过建设国防教育展馆、骑兵文化体验园、兵团
文化园等，不断完善国防旅游线路，为大众提供更加丰
富多样的国防教育“套餐”。

“军事+文旅”打造国防教育新课堂
红色研学

近日，武警锡林郭勒支队与驻地小学联合开展“强国
复兴有我”主题军营开放日活动，引导青少年增强国防意
识、提升国防素养。图为学生们参观军营。 张泽鑫 摄

日前，兴安盟科右前旗人武部组织学生来到察尔森
少年军校“国防教育讲堂”参观见学，进一步加强了青少
年的国防安全意识，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王凯 摄

近日，武警内蒙古
总队鄂尔多斯支队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
题授课、分组讨论、读书
分享会、重温入党誓词
等形式，激发官兵投身
强军兴军、练兵备战的
热情。图为官兵们在英
雄纪念碑前献花。

鲁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