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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倩是烈士胥卫民弟弟胥思
坦的女儿，多年来一家人一直没有
放弃对亲人的寻找。“‘三爸’参军
时，我爸爸只有4岁，有生之年找
到哥哥的安葬地，是我爸爸的心
愿。”胥倩表示，父亲幼年时父母去
世，唯一剩下的亲哥哥在战场上杳
无音信，“爸爸心里一直记挂着‘三
爸’，逢人就要说起，可惜一直没有
找到。”

促成这场时隔70余年的“团
圆”背后，除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的努力，还离不开一群“我为
烈士来寻亲”志愿者的付出。

2017年，孙嘉怿发起“我为烈
士来寻亲”公益活动，志愿者郭延
锋就是团队一员。早在2010年，互
联网上就挂着胥卫民烈士的寻亲
信息，但是因为信息有误，十几年
来，都不曾为烈士找到真正的亲
人。2023年，郭延锋看到了这条挂
了十几年的寻亲信息后，开始为胥
卫民烈士寻亲。

“烈士是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

人，那时墓碑上写的是白梁七村，
所以郭大哥寻亲初期一直找不到
地方。后来，对于音形相近的地名，
郭大哥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
找。”说起寻亲过程，孙嘉怿为郭延
锋竖起了大拇指。

郭延锋联系上烈士同村人的
当天，胥倩一家人就接到电话，电
话那头说，“你家胥卫民可能找到
了，就葬在黑龙江鸡西市梨树区烈
士陵园！”为了求证，胥倩联系了在
黑龙江的亲戚，之后跑到陵园，看
到胥卫民的墓碑，一家人激动不
已。

随着墓碑找到，胥卫民烈士的
相关情况也得以知晓：70多年前，
他在梨树区后方野战医院，由于重
伤抢救无效牺牲，时年21岁，后被
葬在这座烈士陵园。

“‘三爸’在我们家里一直是榜
样人物，我们从来都在心里念着，
永远不会忘记。”胥倩说。“这次之
后，我也想加入嘉怿姐的团队，跟
她一起为烈士做更多的事。”

守护“朝夕”美好！
鄞州首南街道
举行关爱“一老一小”
健康服务推进会

4月7日下午，在鄞州区首南街道
关爱“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活动推进会
现场，由首南街道、鄞州区政协医卫组
共同组织的近20名专家团队现场义
诊，让首南街道西片区老年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家住九曲一期的李和琦今年90
岁，家中儿女外出工作。前几年，大爷
身体还很硬朗，经常由老伴周女士陪
同坐着公交去医院。“从家里出发要步
行20分钟到车站，中途还要倒一次
车，总共要花将近2小时到医院。早上
7点起床，到医院取号排队，等到叫号
时往往已经是中午了”，周女士表示。
由于年事已高，李大爷不擅使用手机，
也看不清手机上的字，每次看病都是
老伴帮他线下预约，半月一次的复查
成了李和琦老人最头疼的事。听说有
宁波医生来社区免费义诊，老人一早
就等在现场。“上周总是感觉视力模
糊、眼花头晕，也没去医院检查，医生
你快帮我看看。”经宁波大学附属人民
医院眼科医生初步检查诊断，大爷是
患了干眼症，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之前一直很担心，怀疑是白内障，医
生跟我说没有问题，这下心里踏实
了。”这次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他松了口
气，直夸这次健康筛查义诊活动及时，
服务居民暖人心。

据悉，首南街道西片区老年居民
占比较高，出行不便，就近就医的需求
亟待解决。活动现场，鄞州第二医院医
共体首南分院与九曲社区签订西片区
助老康养合作协议，为西片区居民定
期开展医疗保健康复服务。此外，首南
街道与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共
建婴幼儿照护培训基地，提供科学育
儿指导培训，为社区多婴幼儿家庭提
供家门口的贴心服务。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王静远 朱莹莹 袁晶 文/摄

用AI“复活”烈士！

让烈士的眼睛和脸“动”了起来
“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

胥卫民烈士素描画像。

“我为烈士来寻亲”AI
修复组完成的AI人像修复。

“像他了，如果再年

轻点就好了……”烈士胥

卫民参加过抗美援朝上

甘岭战役，牺牲时年仅

21 岁。几十年后，当烈

士的容貌被还原，全家人

潸然泪下……

近日，央视、《人民日

报》等播（刊）发了由宁波

姑娘孙嘉怿领衔的“我为

烈士来寻亲”团队为烈士

胥卫民画像的故事。该

团队利用AI 技术把素描

画像修复成彩色照片，让

胥卫民烈士的眼睛和脸

动了起来，引起不少网友

关注。

“我爸爸这几天一直

在看这个小视频，又反复

看网友们的评论，看到大

家给予我‘三爸’（胥卫

民）的热切关心，他每天

都感动地掉眼泪。”4月8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烈

士家属胥倩动情地说。

找到哥哥后，胥思坦心中还有
个遗憾：“哥哥的墓碑上没有照片，
我当时年纪也小，哥哥长什么样子
后辈都没人能知道了。”想着父亲
的心愿，胥倩找到了孙嘉怿。

孙嘉怿二话不说，带着胥倩找
到了浙江工商大学艺术学院的学
生连士棕，“我想着一刻不能耽搁，
要让他们早点在清明节前‘见到’
亲人。”

“我们家族的人有很明显的特
征，眼角有一点耷下来，鼻子很
挺。”靠着胥倩提供的家族特征，烈
士的画像完成。胥倩把画像发给了
老家90多岁的伯伯胥思礼，老人
家看到画像时说：“像他了，如果再
年轻点就好了……”

孙嘉怿和她的团队还利用AI
技术把素描画像修复成彩色照片，
让胥卫民烈士的眼睛和脸动了起
来。这场跨越时空的“相见”，胥倩

的父亲足足等了70余年。每次见
到这样的团圆，孙嘉怿的内心总是
充满力量。

“战争年代很多烈士并没能
给家人留下一张完整的照片，拥
有一张逝去亲人的画像是很多烈
属的心愿。”2021年，孙嘉怿第一
次将用AI技术还原的烈士动态
影像送到烈士家中时，烈士亲人
哭得特别伤心——“当时他们说
终于看到了烈士‘活着’的样子，
我的内心很受触动，也希望我能
还原战士们年轻时的样子，也让
现在的年轻人记住。”

据了解，在“我为烈士来寻亲”
的7年时间里，孙嘉怿和志愿者团
队跨越了7个国家、25个省份，走
过724座中国烈士墓地，收集整理
了3万多条烈士信息，成功帮助
1452位烈士找到亲人。

记者 朱琳 袁先鸣

牺牲时才21岁1

2 用AI“复活”烈士

现场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