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4 日，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的一群志愿者，来到南陵县李家发烈士

的妹妹李家英家。看到一行人，81 岁

的老人开心地拍手，连声说：“欢迎欢

迎！”

这是“红色青春守护人”志愿团队

第 5 次 登 门 ，每 一 次 都 会 送 上 一 份 礼

物，这次他们给李家英带来的是一张精

心装裱的彩色军装照。团队负责人、校

美院专职辅导员王伟郑重地将相框递

到老人手中。照片中的青年风华正茂、

英气勃勃，头戴军帽，身着绿色军装，目

光平和而坚定，肌肤纹理清晰可见。

一看到照片中的人，李家英的泪

水便止不住地流。她把照片捧到母亲

遗像前，哽咽着说：“妈妈，哥哥的军装

照终于收到了！”沉默片刻，她开始回忆

起往事——

1951 年，17 岁的李家发参军入伍，

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保家卫国。儿行千

里母担忧，母亲将思念装进一封封书

信，寄往前线。一次，母亲在信中表达

了想要一张儿子军装照的想法，李家发

回信说：“照片已经照过了，还未取，等

仗打完了就寄回家。”

不料，没等来照片，收到的是一个

噩 耗 。 1953 年 夏 天 ，金 城 战 役 打 响 。

李家发所在连奉命向轿岩山发起攻击，

被敌人的地堡阻拦。李家发主动请缨

前去炸地堡，不幸身负重伤。眼看身后

战友接连受伤，他义无反顾扑向地堡，

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将生命定

格在 19 岁。

“ 哥 哥 牺 牲 的 消 息 传 来 ，母 亲 悲

痛万分。而那张没收到的军装照，成了

她一辈子的遗憾。”李家英抹了抹泪，告

诉笔者，“有了这张军装照，妈妈的心愿

也就了了。”她紧紧抱着画像，拉着志愿

者的手不停道谢。

据了解，在此之前，安师大美院的

这群大学生志愿者们，已经用画笔绘制

了李家发烈士的全家福、和战友王启月

的合照，并印制了李家发革命故事绘本

赠送给当地中小学。“得知李家发烈士

母亲的遗愿后，我们决定用 AI 技术，制

作一张彩色的烈士军装照，给家英奶奶

送来。”王伟说。

5 月 16 日 ，“红 色 青 春 守 护 人 ”志

愿团队成员、安师大美院视觉传达设

计专业大三学生张宇晨主动受领了这

个任务。他利用课余时间，在原素描

画 像 的 基 础 上 用 AI 软 件 给 图 片 上 了

色，接着查阅资料，确定军装款式。初

步生成的照片他不满意，又用 PS 软件

反复打磨眼角和肌肉等细节，力求真

实还原。

笔者注意到，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

李家发烈士仿佛“复活”了，照片中的

他嘴角上扬，露出微笑。当王伟将烈

士故事和修复后的 AI 图片在网上发布

后，收获无数点赞。

“让烈士样貌更加清晰，让更多的

人了解英雄故事。”王伟说，自 2021 年

开展“为烈士画像”志愿服务活动以来，

志愿团队已经陆续完成 480 余幅画像，

他们还定期开展“大手拉小手”青春思

政课等系列活动。“今后我们将通过数

字赋能，还原更多烈士的彩色照片，将

红色记忆保存好、传承好。”

左上图：收到李家发烈士的彩色军

装照后，李家英感动落泪。杨东融摄

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运用AI技术为烈属圆梦—

“哥哥的军装照终于收到了”
■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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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疆阿克苏市人武部结合宣传民法典，组织官兵将法律常识送

进千家万户、田间地头。图为官兵向老伯普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法律条

款。 张振英摄

本报讯 袁琳琦、陆嘉怡报道：近

日，海军工程大 学“ 逐 梦 深 蓝 ”招 生 宣

讲团走进湖北省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开

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暨军校招生政策宣讲

活动。

“毕业季临近，我们走进中学校园宣

讲，引导有报考军校意向的毕业生熟悉

报考流程和相关要求。”宣讲团负责人介

绍，为提升宣讲质效，他们组织宣讲团成

员进行政策解读专项培训，提前梳理考

生普遍关注的问题，编印《报考指南》，便

于学生快速掌握报考条件和流程。同

时，创新推出“教员+学员”校园双主体

宣讲形式，通过政策解读与自身体验的

双重视角，帮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军校

生活。

活动现场，国防教育与招生咨询相

得益彰。在装备展示区，宣讲团学员王

利现场演示 95 式自动步枪操作流程，体

验者通过电子靶实时获取成绩反馈，在

政策咨询区，军校招生办老师围绕“专业

设置、身体条件、报考流程、军人福利待

遇”等内容，结合往届学员成长案例，为

学生们进行解读。

活动尾声，许多高三学子在报考意

向登记表上留下姓名。高三学生陈曦告

诉笔者：“我从小就格外憧憬军营生活。

今年，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锻炼好身

体，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用青春热血书

写报国担当。”

据介绍，下一步，海军工程大学计划

在全国开展系列巡讲活动，并分区域建

立招生咨询群，与考生及家长保持即时

沟通，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更多有

志青年认识到军营是一个大有作为、建

功立业的广阔天地，激励适龄青年踊跃

报考军队院校。

海军工程大学招生宣讲团

感召青年学子逐梦深蓝

本报讯 李凌洁、华杰文报道：“不

明车辆强行闯卡，立即启动应急拦截！”

“我方人员受伤，迅速前出医治……”近

日，广东省高州市人武部组织相关民兵

专业分队，在高州水库石骨主坝开展全

要素防卫训练。随着考核导调组下达指

令，行动迅速展开。

据介绍，针对以往民兵训练中暴露

的问题，该人武部领导沉到基层民兵营

连及所辖各街道（乡镇）武装部，围绕实

战化训练、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等进行

实地调研，多个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重难

点问题一一浮出水面。

经 过 研 究 讨 论 ，该 部 决 定 组 织 相

关民兵专业分队在日常任务地域围绕

安全警戒、应急处突、医疗救援等课目

进行集中训练。集训中，他们邀请民兵

骨干和优秀民兵教练员，现场成立考核

导 调 组 ，通 过 全 程 导 调 、即 时 裁 决 、量

化评分，全面检验民兵专业分队支援保

障能力。

“副坝区域发现可疑漂浮物，疑似

‘敌’投放破坏装置！”面对突发情况，该

部民兵分队指挥员容鑫迅速研判态势，

果断下达行动指令。民兵无人机分队

升空实施空中侦察，民兵护坝分队与地

方安保力量协同构建地面防护网，民兵

应急分队沿主坝进行巡逻。各分队密

切配合、快速响应，20 分钟内完成险情

处置。

考 核 结 束 后 ，导 调 组 现 场 公 布 成

绩：7 支民兵分队全部达标，其中 3 支分

队在协同作战、应急处置等课目中表现

优异。

“‘无预案、全要素、高强度’是此次

训练的鲜明特点。这些做法有效检验

了民兵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应战能

力。”该人武部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

将针对协同效率、应急反应等短板，建

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逐项

解决。

广东省高州市

组织专业民兵集中训练

本报讯 程满平、许伟锋报道：“爷

爷，身体好点了吗？今天有没有按时吃

药？”“快坐，你们一来，我心里就踏实

了。”走进甘肃省军区兰州第五离职干

部休养所抗美援朝老兵郑国卿家，门诊

部护师苏航的话还没说完，手里已被郑

国卿塞进两个苹果。

这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场景

在该所很常见。为了提升服务保障质

量，该所开展一对一亲情结对服务活

动，倡导全所工作人员把老干部当作亲

人陪伴照顾。

“我们通过走进家门送去居家关

怀，走出庭院进行互动交流的方式，持

续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该所领

导告诉笔者，近年来，他们建立“一人一

策”精准服务机制，组织各类文化活动，

常态化为老干部提供电话问候、上门走

访、健康巡诊等陪伴服务，着力提升老

干部的获得感、幸福感。

走进该干休所的爱晚亭，一幕幕温

馨场景映入眼帘。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地搀扶着老干部们落座，端上温热的茶

水。书法交流环节，老干部挥毫泼墨写

下“忠诚”二字，耐心指导年轻文职人员

熟悉掌握运笔技巧；象棋对弈区，工作

人员刘满库与老首长展开“车轮战”，欢

声笑语回荡在亭间。

“以前总给孙女绣虎头鞋，现在有

机会把手艺教给这些孩子，我感觉特别

开心！”不远处的长廊下，同样暖意融

融。文职人员王月与老阿姨们围坐在

一起，83 岁的史改莲老阿姨手把手向

王月传授刺绣诀窍，银针在彩线间穿

梭，勾勒出精美的图案。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组成的医疗分

队携带医疗设备，走进行动不便的老人

家中，为老人细致检查身体，通过血压

血糖检测、心肺听诊等 10 项基础指标，

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健康方案。其他

工作人员有的主动帮忙整理书房，将珍

贵的历史书籍仔细塑封，有的为老人修

剪指甲，用指尖温度传递组织关怀。“孩

子们很用心，有他们在身边，我这把老

骨头心里热乎着呢！”检查结束后，百岁

抗战老兵张文华紧紧拉着工作人员的

手感慨道。

据介绍，该干休所将持续完善服

务 保 障 体 系 ，创 新 更 多 陪 伴 活 动 形

式，服务好老干部老阿姨。

甘肃省军区兰州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

用心用情服务“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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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选

择之一……”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

下半年征兵宣传启动仪式现场，退役

复学大学生袁洪强郑重接过“征兵宣

传形象代言人”聘书，向在场学子分

享军旅感悟。当天，共有 8 名退役复

学大学生获颁聘书。组建“征兵宣传

形象代言人”队伍，是衡阳市积极探

索征兵宣传路径的创新实践。

近两年，衡阳市征兵办着眼提升

征兵宣传质效，着力打造以退役军人

为主体的“征兵宣传形象代言人”队

伍，构建覆盖机关、高校、社区的传播

矩阵。目前，这支队伍已成为当地征

兵工作的闪亮名片。

笔者翻开征兵宣传形象代言人

花名册发现，其中既有政策宣讲能力

强的衡阳县县委书记孙浩，还有获评

“中国好人”的专武干部向文韬……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通过现场宣讲、

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将参

军报国理念传递给适龄青年。

“孙书记讲征兵政策比脱口秀还

接地气！”在衡阳县西渡镇文化广场，

几名青年在一块户外大屏前驻足。

大屏上播放的征兵宣传片中，孙浩身

披征兵宣传形象代言人绶带，向群众

解读大学生优待政策。2024 年，他

参与拍摄的征兵宣传片，上线仅 3 天

点击量就突破 10 万，带动征兵咨询

量同比增长 40%。

“‘搬砖大哥’原来当过兵，难怪

眼神里有股硬气！”打开某短视频平

台，在“网红”高建军的直播间里，一

条网友“兵哥”的评论获得上千次点

赞。直播中，高建军身着工装坐在

钢筋堆旁，讲述从军经历。作为衡

阳市征兵宣传大使，高建军结合自

身军旅生涯中荣获表彰的“甜”、训

练中的“苦”讲述成长经历。如今，

他 的 账 号 成 为 衡 阳 市 有 志 青 年 的

“线上咨询站”，不少向往军营生活

的青年向高建军提问，他会在评论

区一一解答。许多青年留言：“看了

视频才发现，在军营里普通岗位也

能练出过硬本领，我也想穿军装试

试！”“迷彩绿才是青春的颜色，我也

要投身火热军营！”

“身边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先

进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衡阳市征

兵办负责人谭绪卫介绍，他们充分利

用身边优秀退役军人的励志故事，一

改“灌输式”宣讲征兵政策为“互动

式”答疑解惑，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

应征青年坚定入伍信念。

据介绍，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征

兵宣传形象代言人”的品牌效应持续

释放。今年上半年，衡阳市征兵报名

人数同比增加 10%，其中，大学生应

征入伍人数也提升 1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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