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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就在我旁边，我清楚地记

得他的神态！”3 月 9 日上午，在天津警

备区河西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102

岁的老干部张武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由一张黑白老照片修复而

成的全彩影像图。望着画面上满眼笑

意的战友，张武英不停念叨“就像在眼

前一样”。

据该干休所工作人员介绍，所内

老干部年龄普遍在 90 岁左右，身体机

能下降，对于许多红色革命故事的记

忆变得模糊，开展抢救性存史留史工

作刻不容缓。对此，该干休所组织医

生、家属、工作人员等展开座谈，最终

确定运用 AI技术对老干部珍藏的旧照

片进行修复还原，对部分清晰度较高

的照片加以动态呈现，从而留住老干

部的红色记忆。（扫描二维码观看部分

还原照片合集）

“感谢你们又让我看到了她的笑

容。”老干部俞维美的青春记忆里，有

一位女战友的身影，但这位战友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 19 岁的花季，留在了异

国他乡的抗美援朝战场。每每拿出早

年间的合影照，看着泛黄的人像，俞阿

姨总是伤感落寞。修复活动开展后，

该干休所工作人员对合影照进行动态

复原。当依旧年轻的战友穿越时空向

自己微笑，俞阿姨百感交集，激动地和

大家分享她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同

战斗的故事。

“老照片既是打开尘封回忆的钥

匙，也是留存红色记忆的宝库。”该干

休所政委欧宝国介绍，他们现已收集

具 有 红 色 故 事 背 景 的 黑 白 照 片 217

张，初步修复 132 张，完成全彩 AI动态

影像图 33 张，4 本红色革命故事集被

扩充至 6 本，革命故事的完整度、可信

度均有了显著提升。

下一步，该干休所结合荣誉室改

造升级，联合地方影视技术公司，对修

复完成的老照片等红色资源进行数字

化存储，打造红色资源数据库，依托干

休所内触摸屏进行展示。同时，还将

定期更新补录离退休干部红色革命故

事，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新展厅。

上图：工作人员聆听老干部张武

英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邵 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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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四川省眉山军分区邀请

去年转业安置到仁寿县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工作的刘波，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

兵加油打气，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

他们建功军营。刘波对新兵说：“火热

的军营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党

和政府、家乡人民不会亏待为部队作出

贡献的人。”

对 于 现 在 的 工 作 ，刘 波 非 常 满

意。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 5 次荣立三

等 功 。 去 年 待 安 置 期 间 ，正 当 刘 波 为

“找门路”而焦虑之际，市、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讲解安

置政策，让他吃了“定心丸”。很快，他

根 据 自 己 的 考 评 排 名 顺 位 ，选 择 了 心

仪的岗位。

近年来，眉山市坚持“全过程阳光

安置”，以“在部队贡献越大、回家乡安

置越好”为导向，严格按照部队服役表

现量化评分、排序选岗。眉山市委领导

介绍，他们通过微信平台、宣传栏等线

上线下渠道，将排名顺序、备选单位岗

位向安置对象公示，选岗过程严格按照

积分排位顺序，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

监督。

此外，为提高退役军人安置质效，

该市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积极配合，按

照 需 要 安 置 人 数 的 120% 提 供 安 置 岗

位，尽可能让每名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

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优质岗位。退役

军人安置上岗后，军地相关部门到接收

单位回访调研，了解他们上岗后待遇落

实情况，帮助他们融入新单位、适应新

岗位，并在家属就业、子女转学入学等

方面提供帮助，着力解决后顾之忧。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谭守勇介

绍，去年眉山市接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

条件的退役军人 190 余人，基本实现用

人单位和退役军人双方都满意。军分

区领导介绍：“做好公开、公平、公正的

退役安置，既是为了让退役军人更好地

享受到政策规定的红利，也能引导现役

军人更加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四川省眉山市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在部队贡献大 回家乡安置好
■黄昌勇 本报记者 郭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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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美术老师去哪儿了？”最近，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第二中学的

学生们发现，美术老师叶伟豪有段时间

没给他们上课了，同学们都很惦念这位

平日里爱说爱笑的叶老师。

3月 15日晚上，七年级 1班晚自习刚

下课，辅导老师罗妙锋神秘兮兮地打开

了教室的多媒体设备。不一会儿，投影

屏幕上出现了视频连线的页面。接通后

学生们惊讶地发现，画面里出现的是多

日未见的美术老师。只见叶伟豪身着迷

彩服，自豪地向学生们展示着自己的入

伍通知书。这时大家才知道，叶老师即

将走进军营，安静的教室一下子沸腾了。

“你们要好好上课，好好学习，长大

之后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叶伟豪先

是露出他一贯灿烂的笑容，接着做了一

个标准的敬礼动作，学生们意识到，这

是叶老师与他们告别。有的学生红了

眼 眶 ，有 的 好 奇 地 看 着 叶 老 师 的 迷 彩

服，眼里满怀憧憬。

叶伟豪去年 6 月大学毕业，9 月到

该校任教。在同事眼里，叶伟豪做事踏

实、积极乐观，平时一有空就去操场锻

炼 ；在学生心中，叶伟豪阳光帅气，更

像是暖心的大哥哥。“他来应聘的时候

说自己从小就想当兵，虽然已经做了一

名教师，可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圆从军梦

想。这个小伙子有志气、有毅力，我们

都支持他的选择。”该校教导处主任江

运连告诉笔者，叶伟豪 23 周岁，对他来

说今年上半年是最后一次应征入伍的

机会。接到参加役前教育训练的通知

后，叶伟豪立即将喜讯分享给江运连，

言语里满是兴奋与激动。“他跟我孩子

一般大，如今顺利踏入军营，我真心为

他感到高兴。”江运连说。

此前，因赶去参加役前教育训练，

叶伟豪没来得及和大家告别。为此，他

特意选择晚自习下课后与学生视频连

线。有老师将这一场景拍摄下来传到

网上，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教书育

人，保家卫国，他都做到了！”

“亲爱的叶老师，因为有你，我们有了

更多的欢乐和笑声。你为我们上课的情

景，以及班会课上为我们拍的美照，都记

在我们心中。祝你一路顺风，愿你在部队

生活中所行皆所愿……”3月 17 日，七年

级 1 班班主任刘燕霞组织学生用录视频

的方式，为叶老师送上临别祝福。叶伟豪

曾用一笔一墨绘出大千世界，引领学生叩

响艺术殿堂的大门，如今他奋楫追逐从军

梦，为学生们树起参军报国的榜样。

图①：叶伟豪（左二）军装照。

叶伟豪提供

图②：叶伟豪（右一）正在指导学生

画画。 江运连提供

昔日教书育人 今朝保家卫国

美术老师从军记
■刁晓玲

①①

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武部

理论骨干进村镇宣讲
本报讯 白永军、叶广宇报道：连日

来，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武部组织理论骨

干成立宣讲小分队，深入挂钩的东升乡

田间地头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宣讲队员

聚焦群众关心的话题，与村镇党组织共

同研究落实产业帮扶的具体措施，共话

美丽乡村新图景。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长风乡

组织森林防灭火演练
本报讯 程石、江何报 道 ：3 月 下

旬，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长风乡武装部

组织民兵应急排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

演练。演练模拟真实火灾场景，由专业

人员现场示范风力灭火机、水雾灭火机

等灭火器材使用方法，详细讲解防灭火

战术运用、扑火安全注意事项等内容，

提升民兵森林防灭火应急处置能力。

视频制作：付 晶 邵 将

二维码制作：张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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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属目前在 960 医院济南院区

住院治疗，急需 B 型血……”暖春三月，

鲁中腹地，一则求助信息迅速“刷爆”第

80集团军某旅官兵朋友圈。

发出消息的是该旅一级上士张魏

巍。几天前，他已怀孕 6 个月的妻子突

然出现大出血症状，急需补充大量 B 型

血。而此时，医院同血型血浆供应不

足。若不能及时找到充足的同血型血

浆，孕妇与腹中胎儿随时可能有生命

危险。情急之下，张魏巍一边打电话

联系在济南的亲朋好友，一边在微信

朋友圈发起求助。

“在路上，马上就到”“兄弟请放心，

已联系济南的朋友”……短短几分钟，

张 魏 巍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已 有 数 10 条 回

复，多名战友同他联系，表示自己符合

血型条件，正在赶往医院。

“目前已经有 12 人前来献血，血量

充足，能够保证使用。”医院采血室传来

消息，让张魏巍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

地。目睹这一幕，医院护士不禁感叹：

“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献血，这就是战友

之间的感情！”

当妻子的病情得到控制，张魏巍掏

出手机准备向亲朋好友报平安时才发

现，他的朋友圈已被这条求助消息“刷

屏”了。看着战友们的留言和转发，一股

热流在他眼眶中涌动。

滚烫爱心血，炽热战友情。据了解，

参与献血的 12人中，4 人为该旅退役女

兵，4 人为驻济部队官兵，4 人为该旅休

假官兵，他们大多数跟张魏巍素不相识，

献血后就匆匆离开采血室。

一级上士发出求助信息后
■肖 磊 曹胜杰图/文

“ 今 年 编 组 新 质 民 兵 分 队 ，需 要

我 们 单 位 先 期 做 好 哪 些 准 备 工 作 ？”

3 月 27 日一上班，江西省永修县人武

部 参 谋 张 家 骕 刚 走 进 办 公 室 ，就 接

到 了 来 自 辖 区 一 家 高 新 企 业 的 咨 询

电话。

“今年完成辖区整组潜力调查，我

只用了 2 天时间，这种效率在以往想都

不敢想。”张家骕告诉记者，民兵整组

涉及的数据来源繁杂，人武部工作人

员既要深入相关单位进行调研，又要

汇总统计各行各业上报的预编民兵年

龄、学历、是否为党团员及退伍军人比

例等信息，费时费力不说，数据还经常

有出入。

“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军

地合力抓建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永

修县人武部领导说，今年年初，他们首

次成立以人武部军事科、县发改委、民

政局、应急局、统计局等部门为主要成

员的军地联合办公机构，启动对全县

民兵整组潜力调查数据的摸排、审查

和监管工作。截至目前，军地先后对

数据更新不及时、缺项漏项较多的 3 个

乡镇进行通报批评，对 5 家数据上报不

及时的企业进行约谈。

“民兵亦兵亦民、不脱离生产的属

性特征，决定了抓好民兵建设是军地

双方的共同责任。”该县人武部领导介

绍，为切实强化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他

们把民兵党建工作纳入地方各级党委

职责范围共同抓建，将民兵管理纳入

社会管理，形成人武部门统管、编兵单

位主管、地方相关部门协管的责任体

系，落实民兵登记、定期联系等制度，

解决好人员编不实、平时管不住、训练

召不来的问题。

“今年编组的基干民兵尤其是新

质力量，各项关键数据指标都有大幅

提高。”说起今年变化，张家骕兴奋之

情 溢 于 言 表 。 有 了 精 准 数 据 作 为 支

撑，该县新质力量编组分队数量和人

数占比均超过 4 成，专业对口率达 95%

以 上 ，其 中 2 支 分 队 专 业 对 口 率 达

100%。

江西省永修县民兵整组呈现新气象

由协调编兵变协力编兵
■袁 志 本报特约记者 林小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