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广州城市地标“小蛮腰”、

中信大厦同时点亮，“趁年轻，当兵去”

“激扬青春，强军有我”等醒目的标语，成

为夜空中闪耀的风景；珠江两岸，20多栋

高大建筑物的立面覆盖红色灯光，八一

军徽在其间熠熠生辉……今年初，2024
年广州市征兵主题灯光秀闪亮登场。

灯光秀以光影为画笔，以地标建筑

为画布，在最具人气的城市公共空间，迅

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一抬头就看到巨

幅标语，感觉很隆重很惊喜”“有气势，对

军人的敬佩油然而生”，市民纷纷拍摄视

频和照片，争相转发，成为春节期间的一

大热点。

广州国际灯光节是世界三大灯光

节之一，灯光秀已融入广州市民的文化

生活。广州市征兵办利用成熟的灯光

秀 技 术 ，举 办 声 势 浩 大 的 征 兵 宣 传 活

动，全城覆盖，强势“吸睛”。除了灯光

秀，在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时间

节 点 ，广 州 市 繁 华 商 圈 大 屏 齐 为 国 防

点亮，地铁公交车上，亮眼的征兵宣传

海 报 随 处 可 见 ，营 造 出 浓 厚 的 崇 军 尚

武氛围。

如今，征兵主题灯光秀、户外大屏联

动、无人机表演，已成为各地增强征兵宣

传吸引力的常见做法。

“响应祖国号召，献身国防大业”“军

营逐梦，无悔青春”，汾河两岸，太原市征

兵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

北 京 市“ 万 屏 联 动 ”，利 用 市 辖 区

主 干 道 、人 流 密 集 区 、重 点 商 业 区 、地

铁公交等 1 万多块室内外电子大屏，滚

动 播 放 征 兵 宣 传 片 ，让 报 国 召 唤 在 身

边“刷屏”。

福州市旗山湖公园，1000 架无人机

起飞，不时变换出五星红旗、八一军旗、

航空母舰等图案图像和多条征兵宣传标

语，现场气氛热烈。

进行征兵宣传专场直播、推出征兵

宣传动漫形象、制作国风说唱征兵宣传

片、由外卖骑手组成“流动的征兵宣传

队”……线上线下、立体覆盖的征兵宣传

创意频出，有力激发有志青年从军热情，

征兵工作稳步推进。这一年，各级兵役

机关坚持为战服务、为战选才导向，积极

对接部队战斗力需求，让“供给侧”精准

对接“需求侧”。

创新征兵宣传，走近应征青年。

把握青年的审美趣味，创新与他们

同频共振的表达方式，征兵宣传效益持

续凸显。以灯光秀、无人机表演为代表

的征兵宣传创新方式，充满科技感、冲击

力，有力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新形象

新风貌，有效激发有志青年“我要当兵”

的热情。

形式与时俱进，内容推陈出新。动

漫形象、文创产品、国风说唱等融入征兵

宣传，以“有意思”的内容、“有审美”的呈

现、“有互动”的形式，获得青睐。同时，

征兵宣传也是一种国防教育，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全民国防意识。

从大街小巷到大屏小屏，征兵宣传

的“到达率”越来越高。这不仅反映出军

地对兵员征集工作的日益重视，也体现

出青年从军热情的不断高涨、全社会对

国防事业的持续支持。这一年，“参军报

国，无上光荣”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加入强军方阵，成为越来越多有志青年

的坚定选择。

上图：广州市举办征兵主题灯光秀，

城市地标为国防点亮。 陈 美摄

““小蛮腰小蛮腰””上演征上演征兵灯兵灯光秀光秀

地 标 为 国 防 点 亮

点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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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热搜”里的国防故事
■本报记者 陈 涵 梁金凤

2024年即将画上句号。这一年，人们对哪些国防故事有关注、
有触动、有思考？问问热搜，也许就能知道。

当前，我国拥有近 11亿网民，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网络世界里的热搜，从指尖联通现实。线上的“头条”，往往成为推
动线下改变的力量。

热度的飙升里，有心声的共振；话题的更迭中，是时代的辙印。
在国防领域的热搜里，有没有哪个故事，拨动你的心弦？有没

有哪个话题，引发你的思索？有没有哪种共鸣，促成你将爱国心化
为报国行？

热搜里的国防故事，见人、见事、见时代。本期，我们选取 2024
年热搜里的 4个国防故事，见证这一年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凝聚
强国强军力量的行动。

关注就是力量，行动就是担当。2025，让我们携手同行，继
续共同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今年元宵节当天，短视频《那一年的

春节，他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刷屏网络。

视频中，两位正在吃团圆饭的大学

生穿越回抗美援朝战场，与两位志愿军

战士展开一场对话：“敌人下一个阶段的

进攻，会把重点放在哪里啊？”“我们不懂

军事，这些真不知道。”“我们是啥时候把

敌人打跑的？”“那些知识点，只有考试前

才会留意……”

“对不起，我也忘记了”“我现在就好

好学历史”“1953年 7月 27日，我会牢记这

一天”……弹幕上，许多年轻网友表示，要

主动学习了解那段历史；评论区，不少老

师说，计划将视频做成课件放给学生看。

截至目前，这条短视频全网播放量

超过 1.5 亿，点赞量 957 万。

获得广泛好评后，创作团队陆续推

出 3 集“那一年”系列短视频，以穿越的

形式构建与祖辈、父辈的对话场景，讲述

革命故事，引发观众思考。

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圈粉”无数，产

生广泛的国防教育效应。今年，在国防

教育领域，还有很多全民关注的热点。

4 月，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上，一名小

男孩登上军舰后，指着通用垂直发射系

统问道：“这里面可以装核弹吗？”“稚子

问核”的视频迅速火遍全网，网友们纷纷

留言“后生可畏”“少年强则国强”。

9月，全民国防教育月。新修订的国

防教育法施行，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提供

有力的法律支撑。在党委统一领导、宣传

部门牵头协调、军地部门各司其职、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的新工作格局下，全国各地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国防教育

走进机关企业学校、寻常百姓家。

11 月 ，第 十 五 届 中 国 航 展 规 模 空

前，中国空军歼-35A、红-19 地空导弹

武器系统等装备“首展首秀”，国防建设

新成果吸引亿万国人关注。

这一年，许多人收到陆军某旅“杨根

思连”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短信，还

有许多人成为国防部短视频平台账号

“国防部发布”的粉丝。军地踩准时代节

拍，以不断创新的努力，让“国防好声音”

传遍大江南北。

6 分 32 秒，在短视频平台不是一个

被“算法”偏爱的长度，但这则短视频迅

速“出圈”，获得网友高度评价：“今年的

贺岁片加起来都抵不过这 6 分钟。”

这 6分钟引起强烈共鸣，是因为被志

愿军战士问住的，不只是片中的两位大学

生，还有屏幕前的年轻人。视频在一个恰

好的时间，用极具代入感的对话方式，提

醒身处“团圆”之时、身在幸福之中的人

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对于国防教育来说，普及国防知识、

教授国防技能很重要，激发了解军史、关

注国防的兴趣同样重要。这就需要在增

强对话感、提高参与度上创新突破。

今年国庆假期，山东省沂南县红色

演艺节目《跟着团长打县城》十分火爆，

每场吸引 3000 多名游客“报名参军”，和

演员一起手持大刀、红缨枪向“县城”发

起冲锋。这类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

参与进来，受到广泛欢迎。

“受众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军地

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移

动网络、新兴媒体等平台，文旅热潮、融

合发展等机遇开展国防教育，国防教育

质效不断提升。

上图：“那一年”系列短视频截图。

杨晓龙供图

““那一年那一年””短短视频视频获得高赞获得高赞

青 年 与 历 史 对 话

一个沾满泥土的小圆镜，被烈士紧

紧抱在胸前 82 年。小圆镜里，是一张端

庄秀丽的年轻女子照片。她是谁？她在

哪里？牵动无数网友的心。

4 月初，为提高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管理保护质效，河北省肃宁县决定将在

雪村战斗中牺牲的部分烈士遗骸迁葬至

肃宁烈士陵园。烈士墓迁移现场，工作

人员在挖掘清理第 31 号烈士遗骸时，发

现了烈士胸前的这枚小圆镜。

消息登上热搜后，一场寻找小圆镜

中女子的接力自此展开。有人利用技术

手段让女子模糊的脸庞变得清晰，有人

对原照片进行像素级比对重绘、发布彩

色修复照片，有人展开烈士遗骸分类保

存、DNA 采样等工作……

寻人启事公布后，很多电话打到肃

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称可能与烈士存

在亲属关系，其中有 20 多位完成信息登

记。据工作人员初步核实，登记人员提

供的烈士证书均为解放战争时期，而雪

村战斗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1942 年，冀中军区八分区部队与侵

华日军在雪村展开殊死拼杀，因寡不敌

众，1000 多名八路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村民们强忍悲痛，连夜掩埋

烈士遗体。

现在，我们还没有等到“大团圆”的

结局，但相信坚持接力寻找，就有找到烈

士 亲 人 的 希 望 。 目 前 ，第 31 号 烈 士 的

DNA 数 据 已 纳 入 国 家 英 烈 DNA 数 据

库，其他烈士遗骸的 DNA 鉴定工作也在

同步推进。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

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9 月 25 日，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

事家黄公略遗骸安葬仪式在江西吉安举

行，红色热土以最高礼遇向烈士致敬。

11 月 28 日，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

以国之名迎接“最可爱的人”魂归故里。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烈与亲人“相

认”，全社会都在行动。退役军人事务部

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发

动社会力量参与，目前已为 6300 多位烈

士找到亲人。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开展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建立

健全英烈保护工作制度，推动英烈故事

进课本进课堂，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

做英雄的氛围日益浓厚。

82 年，时间没有抹去照片上女子的

容颜，也没有将烈士和她“拆散”，成就了

一段美丽的传奇。

“她一定是对烈士很重要的人”“根

据这个照片应该可以找到她的家人吧”

“以前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们要帮

助烈士实现遗愿”……热搜的背后，是感

叹、是感动，是一个朴素而强烈的愿望：

确认烈士和女子的身份，找到他们的亲

人，续写美好结局。

搜寻发掘烈士遗骸、进行鉴定保护、

为烈士寻亲，缅怀的是先烈，教育的是后

人；顺应的是群众情感，体现的是国家责

任。热搜的新闻下，网友集体找线索，纷

纷评论转发。

小圆镜里的老照片通过技术手段被

修复，年轻的女子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让烈士的“回

家 ”之 路 更 平 坦 顺 畅 。 各 地 积 极 利 用

DNA 比对、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

术，恢复烈士容貌、确认烈士身份，编织

着温暖的寻亲之网，共同努力为烈士忠

魂找到归宿。

图①：河北省肃宁县在烈士墓迁移

现场发现的小圆镜。 杨进涛摄

图②：河北省肃宁县举行雪村战斗

烈士墓迁建竣工仪式。 王雅伦摄

““照片上的姑娘照片上的姑娘，，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接 力 为 烈 士 寻 亲

今年初，江苏省徐州市一名男孩与

母亲对话的视频登上网络热搜。男孩讲

述，他独自乘坐公交车刷优待证时，司机

不了解情况，提出质疑。

男孩毛豆今年 12 岁，父亲生前是一

名海军航空兵。毛豆 4 岁时，父亲因公

牺牲，他持有的是“三属”优待证。“我发

这个视频不是抱怨司机师傅，就是觉得

很多人不了解‘三属’。”毛豆妈妈说。

“如果可以，男孩宁愿用这张卡换一

个人回家”“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知道‘三

属’”“毛豆是我们所有人的孩子，我们守

护你”……看到视频，网友纷纷留言。

一次意外的热搜，让人们了解了“三

属”优待证。这个证面向烈士遗属、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发放，和退

役军人优待证一样，是持证人彰显荣誉

的证明、享受优待的凭证。

视频引发热议后，徐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第一时间组织各级退役军人服务

站专项开展优待证宣传和说明工作，在

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全国各地媒体

对此进行广泛报道，引导广大群众了解

优待证，尤其是“三属”优待证。

毛豆一家，受到来自军地的许多关

心关爱。今年 4 月，北部战区海军邀请

毛豆母子参加舰艇开放活动，暑假期间

还邀请毛豆参加军事夏令营活动。活动

结束后，毛豆说出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

优秀的海军战士。

毛豆在军地的关爱中健康成长，他的

优待证不会再被质疑。在各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广大退役军人和优

抚对象纷纷领到自己的优待证，优待证的

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含金量”不断提高。

目前，全国统一的优待项目涉及金

融、通信、快递、航空出行等方面，优待范

围逐步拓展。有的地方还推出电子优待

证，让优待服务更便捷高效。

今年，《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新修订

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规陆续出台

施行，为维护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的合法权益提供依据。举办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组织退役军人事务员培训，推

出国防教育辅导员新职业标准……退役

军人荣誉感、获得感持续提升，就业创业

舞台更加宽广。

起初，视频引起不少网友为毛豆打

抱不平，认为他是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理

应受到优待和照顾。

然而，视频中，毛豆妈妈平静地安慰

毛豆：“咱自己知道就好……”母子俩自

立自强的态度，让网友在敬佩的同时，觉

得更应保护好他们。

“您为之奋斗的理想成为现实，我们

怀念您，更会照顾好您的家人，让他们不

因您的离开而陷入困顿。”一位网友的留

言，道出大家的心声。

“三属”优待证，每一张卡片背后都

有一位军人的牺牲奉献。正如毛豆妈妈

所言，使用优待证，不是为了优惠优待，

只是因为这时才能感受到孩子的爸爸还

在身边。

这张卡片，值得更多人了解。

相较于“三属”优待证，人们更为熟

知的是退役军人优待证。优待证不是特

权证，而是退役军人身份识别的凭证，是

对他们经历和贡献的肯定，更是对他们

继 续 发 光 发 热 的 激 励 。 建 功“ 第 二 战

场”，广大退役军人将优待放在心中，将

责任扛在肩头，努力让优待证真正成为

老兵的闪亮名片。

图③：毛豆与妈妈的对话视频截图。

资料图片

图④：毛豆参观海军舰艇，与舰上官

兵一起敬礼。 刘再耀摄

版式设计：扈 硕

网友为网友为““优待优待证证男孩男孩””发声发声

“ 三 属 ”引 全 民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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