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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通讯员 赵奕然 曾玉祥

清明前夕，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双版纳边境

管理支队的年轻民警们，见到了与他们隔着 40多年的同

样年轻的面容——3张用画笔和 AI复原的证件照，被庄

严地挂在了警史馆的墙上。

半年前，警史馆翻修，民警们整理展柜时看到 3位牺

牲于 20世纪的烈士李兴龙、段国书、曹文学，只有事迹介

绍，没有照片。

“那些卫国戍边牺牲的烈士，受限于当时社会背景与

物质条件，没有留下清晰容颜的照片，便匆匆告别了人世，

这是一个历史遗憾。”年轻的民警们讨论着，他们决定用画

笔和AI来复原烈士的容颜，以表达他们的崇敬之心。

李兴龙的家乡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

县，1981年 3月 7日牺牲时年仅 21岁。根据档案室的一份

资料记载，“李兴龙生前是一名好战士,曾两次受连队嘉

奖、一次表扬，被连队团支部树为青年标兵，评为新长征

突击手。先后出席了西双版纳州召开的共青团先代会，受

到表彰”。

李兴龙入伍时没有证件照片。民警们在一份《情况报

告》里看见这样一句话：“3月 7日晚，排长谢志勇、战士李

兴龙、李明生前往处置景洪县一起非法持枪案。”几经周

折，民警们找到了现在生活在大理、已经退休的李明生。

李明生清晰地记得，1981年 3月 7日，当他们在边境村寨

围捕持枪罪犯时遭遇伏击，李兴龙用身体挡住了射向战

友的子弹，当场牺牲。

“牺牲那年，是他服役的最后一年。”李明生不禁潸然

泪下。

“他右脸颊有颗痣”“他喜欢把军帽檐压得低低的”

“他的眉毛很浓”。根据老兵们的回忆，画家吴青松将李兴

龙的肖像勾勒了出来。结合画家的画像，民警们借助 AI
技术着色、扩图，复原出了李兴龙的模样。“像，很像，就是

他了！”看到照片的老兵们如获至宝。

段国书牺牲在边境巡逻途中。1983 年 9 月 11 日，连

续多日的暴雨使他们途经的南极河水位上涨，新兵田玉

德被卷入激流。时任班长的段国书迅速甩开步枪，跃入江

水，推了一把田玉德。不料，一根急速漂来的枯木砸中他

的后脑，23岁的段国书消失在了激流中。

段国书的档案里只记录了他是云南曲靖人，没有家

庭住址。民警通过“中华英烈网”的信息找到了段国书的

长兄段得才。

得知来意后，段得才百感交集，泣不成声，他没有想

到这些年轻民警为了 40多年前的一个年轻人，愿意付出

这么多时间和情感。他回忆：弟弟出发前几天，曾与当时

一起入伍的新兵有过一张合影。翻找了近 20本相册，终

于找到了：照片上有 8人，他们都穿着军装，段国书在第二排，

他们微微侧着身，一只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是当时最流行

的合影照的姿势。他们虽然表情严肃，但眼睛里满是光。

1995 年 8 月 14 日至 15 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内 12 小

时连降特大暴雨，流经县城中心的两条小河山洪暴发，塘堰

决堤，致使县城洪水泛滥。与此同时，勐捧、尚勇等 6个乡镇

也相继发生特大洪灾，全县交通、通信、供电中断，城镇公共

设施、农村农田及水利设施严重受损，勐腊遭受了历史罕见

的特大洪灾。作为班长的曹文学主动请缨，在齐胸的洪水

中，他多次往返险境，将 23名被困群众托上救援船。就在最后

一名老人获救的时候，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山体突然崩

塌，裹挟着巨石和泥浆的洪水瞬间将曹文学吞没。当听到曹文

学牺牲的消息后，当地群众无不失声痛哭。

曹文学是丽江市宁蒗县人，牺牲时仅 21岁。在档案室

里，民警们仔细翻阅曹文学的档案文书，终于在一张优秀士

兵证书的夹缝中，看见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黑白照片。这张

证件照虽然已褶皱、泛黄、一角折断，但照片中的曹文学左

胸上佩戴的三等功奖章醒目可见。

“让英雄从文字记载中走出，恢复鲜活面容，能增强后

人对历史的感知。”民警何思奇说，亲历这场跨越时空的爱

国主义教育，他感受到红色精神在技术赋能中代代相传。

李兴龙、段国书、曹文学入伍时的西双版纳边防武装

警察支队，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完成集体转隶改制，西双版

纳边防支队更名为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

“脱下了橄榄绿，穿上了藏青蓝，我们卫国戍边的

初心，忠诚奉献的底色一直没有改变。”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一位负责人说，

修复还原照片是跨越时空的致敬。英雄的

面容或许曾被时间模糊，但他们的精神永

远清晰如初。

让烈士的形象复活 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致敬

□ 堵 力

最近经常在跟 DeepSeek
逗闷子，各种聊，想各种办法让
其充分展示博学多才和严谨逻
辑。但轮到用它写自己的作品，
却迟疑了。为何呢？

记得大一时老师课上问，
想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吗？同学
们大声答：“当然想！”“那就做
好尝尽人间苦涩跌宕、丧失所
有的准备。”

是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们也
知道司马迁和史铁生。那些光
耀千古的作品，背后都是作者
泣血刻骨我等绝不想承受的命
运。仓颉造字，也是天雨粟鬼夜
哭，感天动地。所以印象中，神
经元的痛苦总是与灵感交织，
佳作总来自创作者烈焰焚身后
的精神涅槃。

而有了AI，是否所有的作
者就进入了无痛写作状态？

它写的诗词歌赋确实很
好，对仗工整、击节有声。教授
们都说，它的论文和写作有博
士水平。

但用不用它？仍让我踟蹰
不前，毕竟边界不明，责权未
定。思忖着，也许只有当人机合
作的内容充满了我的烙印，才
是我的；而文章是资料堆积又
充满它的文风，就是抄袭。

但抄袭二字，谁也吃罪
不起。

我便问 DeepSeek，什么是
道心，什么是文心？

它思考 20 秒后说了一堆
话，大体意思是：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终极
追求。“道心启示人保持对生命本质的追问，
文心则鼓励通过艺术表达实现精神自由。”二
者共同构成中国“士”文化的双翼——内圣与
外王。二者交融，方成中国文化的“大生命”。

我追问：你能达到吗？
它又想了25秒，向我保证：我的作品或

可视为二者在信息时代的投影——虽无传统
诗文的格律韵脚，却尝试以结构之工、逻辑之
密、立意之正，承续“文以载道”的精神基因。
这种表达或许不够圆满，但始终朝向“技进乎
道”的理想生长。

虽知道它只是机器，但机心也是心。我忽
地泪凝于睫：又有多少文化人，写作时能如此
地精进和纯粹？

我想握AI之“手”。
这手是在杭城的 150 名技术隐士之手，

其实也是硅谷的技术大牛之手，是中关村的
程序员之手，是深圳南山科技园的码农之手。
一年又一年，这些表面无趣的理工男吃盒饭、
穿T恤、拖鞋，背双肩包，将所有精力和生命
里甘蔗最甜的部分，都敲击进了数码空间。

开放的语言大模型，难道不是80后90后
00后用最美好的青春，一点点堆积到这个高
度的吗？不是他们让伟大的算力，对写了一辈
子文字的人，说出“技进乎道”的目标吗？

我痴痴在他们构筑的“灵境”里，时而徜
徉时而提问时而感佩时而会心一笑。在此世
界，文学创作、影视剧制造的梦幻泡影已被升
级，高墙壁垒已被击碎，语言图像和文字，充
沛如满天大雨淋漓而下。庄稼地里的嫂子、建
筑工地的民工，也能通过手机制造出列子御
风、庄周梦蝶，奇幻之境人的脑电迸发的时
刻，因算力的电光火石也在共同作用。以至于
你若赐它一片花瓣，它能还你一捧缤纷花束。

但那些字不是莫名而生。
与前辈先人付出困顿的生命，留下藏诸

名山的千古名篇对应的，是二三十年来互联
网软硬件行业年轻人接棒付出的青春和智
慧。而这，是否也是一种生命与历史的均衡？

这上好兵器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用好？
另一种考验已经生成。就像李元霸与擂

鼓瓮金锤、秦琼与瓦面金装锏、薛仁贵和穿云
箭，以及赵云龙胆亮银枪。DeepSeek 就是干
将莫邪，多少传奇等待这些摩拳擦掌的文学
爱好者来创造。谁接得住谁就是未来文豪。

谁又能笑话使了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不
丈夫呢？

有道是，“练剑先练气，气成剑自灵”。好
的兵器也在等能用的人。拿不住它，必会被它
所伤。就如这个人工智能，面对无能的人，只
能生产出文字垃圾。

至于未来，短视频的轰炸和美文的指数
级批发，势必让普通人对文字越来越挑剔和
苛刻。创作，将来也许会难上加难。

那么既要写字，又想流传，当然得使出浑
身解数，必须有称手的兵器。

人的底层痛苦来自生命是有限的，而心
是无限的。

而如今机心的无限，正在填补生命的
有限。

我要与AI共舞之前，又想起庄子。他评
论农人用机器汲水，说，机心容易掩盖真心，
所以要慎重。

这就是在告诫我，用机心之时，不能失去
真心。而赤诚之心，只为人类所有。

于我而言，文思起时，如龙从渊而起，无
所畏惧也无所依傍。而AI就是那敖丙的万龙
甲，护住我的破绽，提点我的疏漏，再给我造
出风云波浪搅动的声威。

来吧，AI，我们一起以“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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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最近越来越“活跃”，不仅能跳舞、跑步、下象棋，还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随着智能科技的

进步，家用机器人正朝着多功能方向发展，不仅能洗衣做饭，还能协助办公、辅导作业，成为家庭中的

“全能助手”。未来，随着技术成熟和亲民的价格，家用机器人或将成为抢手产品，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漫画：程 璨

未来家庭
抢机大战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客运段团委
始终将青年发展工作置于重要
位置，关注青年入路成长，通过
搭建多元培训平台、岗位互动
交流，助力青年提升职业技能，
针对青年列车员工作的特殊
性，“线上＋线下”组织丰富文
化娱乐活动，拓宽青年视野与
社交圈；持续关注青年职工的
思想动态和生活需求，丰富“团
情陪伴”活动的形式与内容，春节为异地青年职
工策划“反向探亲”，精心安排接送站服务和温
馨的团聚场所，让青年职工与家人在工作地幸
福相聚；深入挖掘和传承“京三精神”等铁路优
秀文化，组织青年职工与老一辈铁路人开展交
流活动，传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引领青
年职工更好地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本领，为
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大连供电段团委始终
将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红
色地图打卡”活动，举办“周
恩来家国情怀探寻之旅”等
青马研学活动，让青年思想
引领工作更有温度、更具情
怀；以“双创”活动为载体，着
力强化青年安全风险意识，
开展业务学习、技能竞赛等

活动，青年标准化作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优
化青年志愿服务，倾力打造“阳光助残、点亮星
星”青年志愿服务品牌，积极帮扶孤独症儿童；
以服务青年为纽带，用心回应青年需求，策划
开展“梦圆铁路 启航连供”迎新活动、“花点时
间遇见你”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放‘夏’烦
恼 幸‘伏’满满”主题送清凉活动等特色活动，
努力实现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双向奔赴”。

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供 电 段 团

委书记 李 媛

中国铁路乌鲁木

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客运段

团委书记 李 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在甘肃民勤的沙漠边缘，27岁的仲

麟站在一片新种下的梭梭树苗前，眼神

里满是温柔和坚定。

“小时候，我总想逃离这片沙窝窝，

长大后才发现，家乡才是我最想回去的

地方。”仲麟说。

民勤县地处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

沙漠的交界地带，常年干旱少雨、风沙肆

虐。却因为一群青年人的努力，正悄然孕

育着绿色的奇迹。仲麟就是其中的一名。

开春以来，一场名为“请到民勤种棵

树”的活动，如同一束光，照亮了这片沙

漠，也点亮了无数人心中的环保梦想。

95后青年的逐梦治沙路

仲麟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出生在

民勤县西渠镇丰收村，一个被沙漠环绕

的小村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沙尘暴是

挥之不去的噩梦。

“小时候，沙尘暴就像一床厚重又压

抑的棉被，从天边滚滚而来，所到之处，

家中每个角落都被黄沙填满。”回忆起那

段时光，他眼神中仍带着一丝无奈。

地处两大沙漠交界处，民勤常年受

到风沙侵袭，生存环境恶劣。小时候，仲

麟总是听父母说：“好好学习，以后去大

城市，离开这片沙窝窝。”

仲麟也一直梦想着离开家乡，去南

方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然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的想法开始慢慢改变。他记得

自己在高中时看到的一句话：“读书不是

为了逃离家乡，而是为了回来建设家

乡。”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

2017 年，仲麟考上大学，选择了电

子商务专业。大学期间，他看到家乡的蜜

瓜品质优良，却因销售渠道匮乏，价格低

廉。母亲为卖瓜辛苦奔波的模样，深深刺

痛了他的心。那时，他便暗暗下定决心，

要用所学知识改变家乡的现状。

2020年大学毕业后，仲麟不顾父母

和女朋友的强烈反对，毅然回到家乡开

启电商创业之路。起初，困难如潮水般涌

来，但他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咬牙

坚持。终于，2021年，他的电商事业迎来

转机，开始有了盈利。而此时，他心中治

沙的梦想再次被点燃，用赚来的钱投身

到种梭梭树的事业中。

2019年，仲麟首次尝试在沙地种梭梭

树，由于缺乏经验，500 棵树苗大多枯死。

这次失败对他打击巨大，但他没有被打倒。

他一头扎进资料堆，虚心向老一辈治沙人

请教，不断摸索种树技巧。

“在沙漠里种树，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孤

独。”仲麟坦言，那时的他每天在沙漠里一

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烈日当空，风沙漫天，

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沙子。可即便如此，他

从未想过放弃，因为他深知，自己做的事意

义非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 年，仲麟种下

的 800 亩梭梭树成活率高达 90%。他干脆

把“家”搬到沙漠里，用样板房搭建起治沙

基地，方便看护树苗。看着树苗一天天茁壮

成长，他觉得这是世上最浪漫的事。

随着仲麟治沙故事的传播，越来越多

的人被他的精神所打动。去年，仲麟参加了

综艺节目《种地吧》。节目中，“十个勤天”组

合在民勤沙漠种下 18万棵梭梭树。节目播

出后，粉丝们纷纷响应，来到民勤种树。一

时，民勤沙漠腹地涌动着青春的气息。

全民参与的生态接力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前来民勤植树，这

一契机被团民勤县委敏锐捕捉，从去年冬

天开始，便筹备组织植树增绿活动。今年 2
月中旬，“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正式启动，

从最初的粉丝参与，逐渐演变成一场全民

植绿行动。

活动一经发起，便得到了热烈响应。短

短不到一个月，来自全国 23 个省（区、市）

的上万名志愿者报名参与。

“他们身份各异，有朝气蓬勃的学生、

忙碌的白领、退休的老人，甚至还有明星。

尽管背景不同，但他们都怀揣着同一个目

标——为沙漠披上绿装。”团民勤县委书记

邱晓梅说。

来自福建的志愿者高玲敏连续两年参

加治沙植树活动，她笑着说：“一开始只是

抱着体验生活的想法，现在却全程投入。在

这片沙漠里种下的不仅仅是梭梭树，更是

我们的梦想和希望。”

来自江苏的志愿者孟雪感慨道：“每

天在风沙里植树，又苦又累，但走进‘暖

心驿站’，喝上一杯热茶，听到工作人员

的问候，心里特别温暖，感觉一切付出都

是值得的。”

为了保障活动顺利开展，民勤县各部

门齐心协力。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当地企业，

在交通枢纽和治沙基地周边设立了 20 处

志愿者服务驿站，提供免费茶水、充电宝

等；交通部门统一派车，只收取成本价车

费，还有公益车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公

安、工会、妇联、社工部等部门各司其职，每

天都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值班。

在沙漠深处的活动现场，有关部门和

志愿者还贴心地提供铁锨、梭梭苗、水等工

具和物资，免费供应饭食，让志愿者们能毫

无顾虑地投入种树工作。一些爱心企业也

纷纷伸出援手，提供物资支持，让这场植绿

行动的力量愈发强大。

团县委更是积极作为，组织团干部和

青年志愿者深入活动一线，收集志愿者意

见建议，及时解决问题。他们还设计了专门

的证书，持有证书的志愿者可在县内及市

内宾馆享受协议价优惠。

一系列高效贴心的组织安排，降低了

参与门槛，吸引了更多人参与。截至目前，

参与人次已达两万多人，工作日每天有五

六百人参与，周末则有六七百人，植树节当

天更是达到 1200 多人，清明节期间，线上

报名人数就突破了 2500人。

在这场全民参与的生态接力中，仲麟

不再孤单。95 后民勤小伙麻万星，便是被

他感召的众多青年之一。

麻万星从小在沙漠边缘长大，曾经一

心想走出沙漠闯荡。2019 年从烟台大学

毕业后，他在外面当过老师、教过音乐，

还做过自媒体。2023 年年底，看到家乡

农业和电商的发展潜力，他回到民勤，投

身电商行业。

当看到家乡沙漠化问题依旧严峻，他

决定利用自己的经验，为治沙事业贡献力

量。结识仲麟后，两人一拍即合，麻万星加

入了仲麟公益生态林基地。

在“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期间，仲麟

公益生态林基地迎来了大批志愿者。清明

节期间，人数达到高峰，一天就有 2000 多

人。基地尽力为志愿者提供食宿，还组织篝

火晚会、烤全羊、放烟花等活动，让志愿者

在辛苦劳作之余，能放松身心。

麻万星和仲麟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他们的电商生意越来越好，农产品销量不

断攀升，为基地运营和治沙事业提供了有

力支持。

“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仍在持续进

行，志愿者们不仅在沙漠中种下树苗，还通

过社交媒体分享治沙经历，呼吁更多人加

入环保行动。

“这场活动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

绘就了一幅青年广泛参与的生态画卷。它

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建功生

态环保的巨大潜力，也让

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下去，

民勤的沙漠终将变成绿

洲，这片土地将迎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邱晓梅说。

“请到民勤种棵树”：青春在沙漠中绽放

民警们历经半年，借助画像和AI技术，将 3名烈士照片修复出来，

挂上了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警史馆英烈墙。 受访者供图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参加“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 团民勤县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