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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4 月，池州市参战老

兵还有 109 位。2024 年 5 月份启动拍

摄后，陆续有老兵离世，最后只抢拍了

88 份珍贵影像。前几天，我们回访时，

参战老兵只剩 56 位……”近日，安徽省

池州烈士陵园内，参战老兵“烽火档案”

首次公开放映。听着讲解员讲述拍摄

过程，看着已离世的参战老兵留下的影

像，在场群众深受感动。

这些珍贵的“烽火档案”，是由池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人员历时一年

多，寻访 88 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后拍摄制作而

成的。

给老兵拍摄“烽火档案”，源于一位

参战老兵的军装照心愿。

“当兵就为打仗，军装就是战袍。

穿上这身衣服，就要永远冲锋在前！”

2024 年上半年，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走访曾参加过长津湖战役、

两次荣立三等功的老兵张福朝，他给大

家讲述出征前夜，连长作战前动员的一

幕往事。

“当时好多战友想拍照寄给家人没

能来得及。假如战友们还活着，穿上军

装该是什么样……”讲起牺牲战友，张

福朝声音哽咽。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池州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将张福朝的这一

愿望记录了下来，订购老式军装、带上

拍摄设备，上门为老兵实现心愿。

听到要给自己拍军装照的消息，张

福朝激动不已。随着相机快门声响起，

张福朝身着老军装笑对镜头的一幕被

定格下来。

也是这次拍摄，让张福朝打开话匣

子，给工作人员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战

斗故事和细节。看着老兵的笑容，听着

老兵的故事，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也深

刻认识到，参战老兵的故事不仅是珍贵

的历史记录，也是开展红色教育的鲜活

教材。随后，他们提出为老兵录制口述

历史视频的建议。

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对这

一建议高度重视。他们研究后立即组

织区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摸排出一份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且健在的参战老兵名单。得知参

战老兵只剩 109 位，他们当即决定启动

“您说我听——追忆老战士记忆深处的

烽火故事”摄制工作，为老兵赠送老式

军装、拍摄军装照、录制口述历史视频，

用光影留存参战老兵的烽火记忆。

拍摄组将第一位拍摄对象确定为

年龄较大的抗战老兵叶锦华。当他们

赶到叶锦华家，却得知老人已于几天前

去世了。这让他们痛心不已。

“我们要快一点，再快一点。”摄制

组成员说。

每次摄制组进村入户敲开老兵家

门，总能看到老兵们热情的笑脸，他们

将一段段尘封的往事娓娓道来。

“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我

在高射炮兵营，主要负责保护桥梁和弹

药库安全。当时，亲眼看到战友用 9 发

炮弹把一架飞机打了下来。”穿上摄制

组送来的老式军装，老兵许剑云难掩激

动，回忆着入朝作战的细节，还向大家

讲述了战后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

故事。“战后，我们在那儿守了半年，在

附近被炮弹炸过的每一座山上都种下

了友谊之树，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

军。”许剑云说。

因为经历过惨痛的生离死别，转业

后，老兵章家珠绝口不提战场往事。当

摄制组叩开他的家门，为他拍摄军装

照，老人冰封的内心终于被打开。青阳

县参战老兵汪正运换上摄制组送上的

老式军装，情不自禁在镜头前打了一套

擒敌拳，又拿起一根木棍练了一段刺杀

操……

拍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挖掘

出参战老兵的故事，摄制组采用老兵口

述“烽火故事”的模式拍摄，一个个鲜活

的故事被镜头原原本本记录下来。镜

头下，穿上军装的老兵，仿佛又回到了

昔日的战场。

“拍摄过程中，大家听老兵们说的

最多的是‘感谢’。可生活在和平年代

的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群最可爱的

人。”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最好的致谢方式，就是保护好、传承好

这些珍贵的“烽火档案”。

目前，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已将

每一份老兵“烽火档案”制成光盘，一一

转交给参战老兵或其家属。接下来，他

们将在池州烈士纪念馆常态化展出“烽

火档案”，并组织志愿者深入企业、社

区、学校、党政机关等，讲述老兵故事、

播放口述历史。他们还将在征兵宣讲

会上播放这些珍贵的照片、视频，激励

更多青年投身军营、参军报国。

上图：池州市 88 位参战老兵军装

照。 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赠送老式军装、拍摄军装照、录制口述历史视频……安徽省池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寻
访参战老兵—

用光影“抢救”88份“烽火档案”
■朱俊杰

本报讯 麻泰顺、姜贤斌报道：近

日，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洞头区、平阳

县、龙港市四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

办温州市首届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AI 实

践与应用技能培训班，33 名退役士兵

齐聚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嘉学院，开启

为期 11 天的培训。

“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为退役士

兵创新创业提供了新舞台。”温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近年来，温州

市数字产业蓬勃发展，乘此东风，他们

开办此次培训，为退役士兵提供 AI 技

术学习实践平台。

“我们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为退役

士兵量身定制 AI 课程体系。”永嘉学院

副院长董金新介绍，此次培训采用“1+

1+N”教学模式，配备 5 名专业导师，设

置了 Python 编程、AI 绘图、智能客服系

统开发等理论和实践课程，学员可通过

模拟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智能仓储调度

等项目提升实践能力。

参加培训，退役士兵梅德庆感到收

获颇丰。他表示：“此次培训让我对温

州数字产业有了全面了解，坚定了我留

在家乡发展的决心。结业后，我将持续

关注行业动态，通过在线课程、技术论

坛等渠道深化学习，力争在‘AI+垂直

领域’找到自己的赛道。”

“ 我 们 将 全 程 跟 进 培 训 效 果 ，建

立‘ 培 训 — 就 业 ’联 动 机 制 。”温 州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领 导 介 绍 ，下 一 步 ，

他们将通过举办专场招聘会等方式，

助 力 退 役 士 兵 在 AI 领 域 发 挥 聪 明 才

智。

浙江省温州市

开展退役士兵AI技能培训

初夏时节，河南省焦作军分区民兵

干部暨教练员集训比武表彰大会在该市

民兵训练基地举行。来自该市马村区的

民兵夫妻黄飞和王亚玲，分别以个人总

分第一和第三的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

民兵教练员”。

“民兵‘夫妻档’，比翼练兵场。”马村

区人武部领导介绍，黄飞和王亚玲的故

事在当地已传为一段佳话。

黄飞和王亚玲都曾在武警某部服

役。2002 年入伍的黄飞因工作训练成

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1 次并 6 次获评优秀

士兵。王亚玲 2005 年入伍，先后多次参

加大项任务，荣立三等功 2 次。二人退

出现役后，一起加入区基干民兵队伍。

“脱下军装就应该多顾家了，怎么又

当了民兵？”面对身边不少人的疑问，夫

妻俩坚定表示：“这身迷彩作训服我们还

没穿够，当民兵是我们延续军旅梦的另

一种形式。”

再次穿上迷彩作训服，黄飞和王亚

玲又感受到了当年在军营时肩上熟悉的

沉甸甸的责任，这让他们既兴奋又踏实。

由于工作积极，军事训练成绩突出，

2015 年 6 月，黄飞被任命为民兵应急排

排长，王亚玲被任命为支援排排长。据

了解，王亚玲是该区近年来唯一的一名

女民兵排长。

5 月上旬，黄飞和王亚玲参加焦作

市民兵教练员集训比武。理论课堂上，

夫妻俩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后相互

提问，学习笔记写了厚厚几本；轻武器射

击场，他们反复练习，利用数据系统矫正

偏差。为了提高训练成绩，二人每天提

前到场训练。

一次，持枪低姿匍匐穿越铁丝网时，

王亚玲右手肘部磨破皮，鲜血直流。黄

飞拿来酒精和纱布包扎，并劝王亚玲伤

好后再继续训练。“掉皮掉肉不掉队，这

点伤算啥？”王亚玲简单处理后，又投入

到训练中。

战场救护是黄飞的弱项，王亚玲一

遍又一遍为其示范伤员伤口包扎和骨折

固定方法；王亚玲的战术动作不到位，黄

飞手把手地教。夫妻俩互帮互助，共同

提高。经过激烈角逐，夫妻俩在考核中

均取得好成绩，携手站上了领奖台。

记者了解到，除了完成训练、备勤等

任务，夫妻俩还积极参与学生军训、红色

故事宣讲等，被军地联合表彰为“优秀军

训教官”“国防教育先进个人”。

“从战士到民兵，变的是身份，不变

的是初心，黄飞和王亚玲用汗水和激情

在国防动员战场上续写军人荣光。”马村

区人武部领导表示，下一步，要号召更多

民兵以黄飞和王亚玲夫妻为榜样，自觉

培塑强军之志，锤炼强军之能，争创强军

之功。

民兵“夫妻档” 比翼练兵场
——记河南省焦作市优秀民兵教练员黄飞和王亚玲

■胡彦伟 本报特约记者 辛振乾

江西省鄱阳县

建强民兵防汛队伍
本报讯 宋国宾报道：连日来，江

西省鄱阳县人武部经过考核选拔，将一

批技术能手、行业骨干等编入民兵防

汛分队，通过集中采购和预征预储相结

合的办法，配齐各类防汛装备器材，按

照行动预案加强训练，全面提高民兵队

伍防汛能力。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组织民兵教练员集训
本报讯 张树萌报道：近日，陕西

省宝鸡市组织民兵教练员集中培训。此

次集训立足新大纲要求，精选民兵训练

相关课目，邀请驻军单位优秀“四会教练

员”跟班开展“四会”示范，请院校教员现

场传授施教之道，通过以学促教的方式，

提高民兵教练员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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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不少同学用‘少年国防

积分’兑换了《红色记忆》等书籍，让

我们一起恭喜他们……”5 月 9 日 ，

在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牡 丹 区 小 留 镇 党

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镇中心小学

学 生 骆 梦 雪 、刘 鹏 飞 等 用 积 累 的

“ 少 年 国 防 积 分 ”换 取 到 了 心 仪 的

书籍。

这是菏泽市牡丹区创新开展国

防教育活动的一幕。牡丹区人武部

领导介绍，今年 2 月，该区小留镇被

设 立 为 省 级“ 美 德 信 用 ”创 新 实 验

区。以此为契机，该区在小留镇中小

学校建立家校美德信用联动机制，设

立“少年国防积分”。

笔 者 看 到 ，在 积 分 明 细 说 明 表

上，详细列出“帮助军烈属打扫庭院

加 2 分”“完成国防知识手抄报加 0.5

分”……这些积分“零存”积累后，可

以用来兑换红色研学实践机会、红

色实物书籍等，达到 20 积分的学生

名字将被写入小留镇党群服务中心

“少年国防积分”榜，学生参与热情

高涨。

前不久，在小留镇中小学校组织

的向烈士敬献鲜花活动中，不少学生

用积分兑换了祭扫用的鲜菊花。“这

些花是我们用自己参与国防活动、学

习国防知识积攒的‘少年国防积分’

换来的，想为英烈献上最诚挚的敬

意。”学生骆梦雪说。

据介绍，根据该区建立的家校美

德信用联动机制，家长参加志愿服务

也可为子女的“少年国防积分”账户

加分。不少家长积极参与红色研学、

红色故事宣讲等志愿活动，为孩子树

立榜样。下一步，该区将继续推动美

德信用建设融入国防教育，完善“少

年国防积分”体系，激励更多人关注

国防、关爱军人。

上图：在小留镇党群服务中心，

牡丹区人武部工作人员介绍“少年国

防积分”榜上学生积分情况。

刘继璐摄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牡
丹
区
创
新
开
展
国
防
教
育
活
动—

—

设
立
﹃
国
防
积
分
﹄

家
校
共
同
参
与

■
刘
继
璐

王

凡

近日，广东省紫金县人武部组织人员开展水上冲锋舟训练。 甘志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