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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踊跃赐稿！

湖北日报内参
线索征集

我省推出系列“硬核”举措，优化市场
环境、提升政务服务、强化法治保障，全力
打造营商环境“高地”。营商环境好不好，
企业和群众最有发言权。如果您身边有重
招商轻落地、破坏投资环境、“新官不理旧
事”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党风政风类问题线索和破坏生态环境
等线索，请发邮箱：hbrbnc@sina.com。

思念您，追随您，成为您！
“爸爸，您看，女儿这身警服威武吗？”“爸爸

为你骄傲！”一组组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湖北日
报各平台发布后，迅速火爆出圈，被全网置顶推
送，无数网友感动留言。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人民警察守护人民。”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

重前行。”
“这样的AI技术值得提倡！”
当英烈的故事被如此生动地呈现，那些勇

敢无畏的身影、舍生忘死的决绝，不仅激励着广
大公安民警奋发有为、勇往直前，而且增进了人
民群众对湖北公安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作品制作精良，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我要传承公安英烈精神，铸
牢忠诚警魂，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更加扎

实的工作作风，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
定、保障人民安宁作出更大贡献。”郧西县公安
局民警张捷说。

“湖北日报警号重启全媒报道，运用新媒体
技术，讲述感人故事，让我深受感动。愿人民警
察在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同时，自己也平安。”
襄阳市民李华帆给编辑部的来信中写道。

“主题鲜明、时效性强、立意深远、感人至深。
该作品创新使用AI技术‘复活’英烈，通过图文并
茂、音视频并举的融合报道方式，用心用情讲好新
时代湖北公安故事，实现主流媒体新媒体产品的

‘破圈’传播，是一个谱写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精
品力作。这是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一次有益探
索，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的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提升
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评价。

湖北日报系列报道《谁给空巢老人搭把手》
（2024年3月20日12版《难起身 难出门 难就
医 无法忽视的“空巢”之痛》、2024年3月21日
9版《空巢老人养老难，难在何处》、2024年3月
22日8版《他们的晚年生活，这样被点亮》），聚
焦空巢老人养老难，用数据说话，用事例印证，
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是一份沉甸甸
的民生报告。

直击痛点，引人关注。报道援引民政部数
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2.978
亿，达到总人口的21.1%，迈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省60岁
以上人口为1179万人，90%的人倾向于居家养
老。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深入我省多地实地采
访，用大量具体事例，道出居家养老的空巢老人
起身难、出门难、就医难的痛点，引人关注。

探究成因，启人深思。提出问题不是目的，
探究问题形成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才
是目的。空巢老人需要全社会关怀，给空巢老
人搭把手，难点在哪？一是难在“善意有时被辜
负”，老人传统观念固执，更愿意住自己家，甚至
主动空巢。二是“数字鸿沟”筑起一道墙，许多
老人不会用手机买菜、网购、打车、挂号等，成为
智能化和数字化浪潮中“被遗忘的角落”。三是
居家养老服务能力不足，目前我国养老护理员
缺口巨大，养老服务人员力量薄弱，无法提供足
够的关怀和照料。报道列举的这些成因，很现
实，令人信服。

应对良策，有益探索。如何缓解或祛除空
巢老人养老难之痛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通过
采访各级政府部门、各地社区，探索给空巢老人
搭把手的可行做法，就是要有相应的保障，在可
行性、持续性上下功夫。一是在补贴服务上搭
把手，如家庭适老化改造，免费租用新轮椅，租
赁康复辅具，社区幸福食堂“刷脸”吃饭，送餐上
门等。二是在阵地建设上搭把手，用以奖代补
的方式，按照“有场地、有人员、有功能、有制度、
有活动”的要求，推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建设，打通社工和志愿者服务空巢老人的“最
后一米”。三是在“以老助老”上搭把手，人性化
体谅老人子女工作忙、时间紧等实际困难，充分
发挥社区老党员的作用，链接慈善资源，统筹公益力量，“以
老助老”。报道中，这些有益的探索、成功的实践、鲜活的做
法，切实可行，有力有效，令读者兴奋不已，信心满怀。

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老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
己。愿每一位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夕阳正红，彩霞满天，
晚年生活幸福快乐。愿我们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如诗如画。

武穴市发改局 程俊煌

湖北日报编辑部：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纪念先人、寄托

哀思的传统节日，更是纪念革命先烈的
重要日子。为了无法忘却的纪念，每年
清明节前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
都以不同方式为革命先烈扫墓，铭记革
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

清明节前后，湖北日报刊发通讯《为
了一句嘱托——保康一家四代守护红军
墓九十三年》（2024年3月31日1版）、
《只为一句承诺——郧西一家五代人接
续守护红军墓88年》（2024年4月5日2
版）。两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但题
材相同，内容相似，都是红军战士牺牲
后，见证人及其后代近一个世纪接续守
护红军墓、传承革命精神的感人故事，读
来荡气回肠——既有对革命先辈牺牲年
轻生命的无比惋惜，也有先烈被后人铭

记的欣慰，从而平添无穷力量。
两处烈士墓在真相公开前，一直由

两家四代或五代人默默守护；红军烈士
墓的真相公开后，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郧西烈士墓的秘密得以重见
天日，与县党史办、地方史志专家和乡党
委密不可分。党委、政府把红军墓地作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群众守墓故事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对更多
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激励后来者懂得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

最好的铭记就是传承。在襄阳革命
烈士纪念塔脚下，笔者所在单位会定期
或不定期举办纪念革命先烈活动。每当
仰望那高耸入云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时，
一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时光流逝，当年的烽火岁月距离我
们越来越远，当年的英雄和见证者一个

个离我们而去。愿更多长眠深山的烈士
墓早日走进大众视野，让后来者铭记英
烈，传承革命精神，继承革命遗志，在新
征程上续写新荣光。 网友 雄关漫道

2024年4月3日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
《“警号”，重启！》

2024 年 4 月 3 日湖北日报客户端《致
平行时空的英烈父亲！我们重启您的“警
号”》

缅怀英烈，思念亲人，传承警魂，永远
铭记。

网友 天空的燕 流星雨

继承父志，报考警校，重启的是警号，
传承的是精神，铭记的是信仰。

网友 Lee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人民警察守护人
民。致敬人民警察，致敬公安战线的英雄。

读者 陈晓鸣

AI技术赋能主题报道
创新表达激扬主流价值

湖北日报融合报道《致平行时空的英烈父亲！我们重启您的“警号”》感动无数网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刘郸

关注

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的队伍。

4月3日，清明节前夕，湖北日报精心策划，推出融合报道《致平行时空的英烈

父亲！我们重启您的“警号”》，被全网置顶，浏览量2.3亿次。

该作品阐释总书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回信的深刻内涵，采用

视频+手绘长图+文字的融合报道方式，创新使用AI技术“复活”英烈，让子女与

父亲隔空对话，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报道，引无数网友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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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海报

头脑风暴 完善素材供应
清明时节，遥寄哀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公安机关有554名

民警因公牺牲，其中107人被评为烈士。每年
清明节，全国公安机关都会以多种形式缅怀公
安英烈。

“主题报道要出新出彩，报道形式必须推陈
出新。做好相关报道，讲好湖北公安故事，也是
对公安英烈的告慰。”3月下旬，湖北日报编辑部
迅速成立全媒体报道组，讨论主题，倒排工期。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
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你们的父
辈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他们的精神永
远值得铭记和发扬。”总书记在给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在读英烈子女的回信中强调。

榜样的力量在于传承。全省有多少公安英
烈？其中多少子承父业？又有多少个警号重启？
如果有平行时空，英烈子女想和父亲说什么？

多次头脑风暴后，报道组决定突破时空限

制，融入新技术、新元素，采用手绘长图+AI数
字人技术，以警号重启为主线，创新性通过“跨
越时空”对话的形式，让子女与英烈父亲在“平
行时空”相遇。

打击犯罪、服务群众、护航发展……根据警
种、牺牲时间、人物事迹等元素综合分析，报道
组最终选定武汉、鄂州、襄阳、通山、京山的五位
英烈。

记者和相关部门、英烈子女多次电话、微信
沟通，深入英烈牺牲地、英烈子女工作地，挖掘
故事，真实再现细节，形成初步文案和视频对话
脚本。报道组精心选材，反复打磨，细化报道中
的每组人物所需元素。

在一次次推倒重来、一次次集思广益中，作
品主题更加鲜明，人物精神更加凝练，故事细节
更加感人：警号重启、继承遗志、烈士遗物……
报道组根据每组人物的特点，从不同侧面、不同
视角，完善新媒体产品素材供应。

AI技术 突破时空限制
英烈们的感人事迹，如何更鲜活地呈现？

父与子（女）的对话，怎样才能真实感人？AI技
术的使用，如何把握好尺度？

时间紧，任务重，要给后期制作预留空间。
记者披星戴月奔赴五地采访、拍摄，行程上千公
里。拍摄中，记者充分尊重英烈子女意愿，就

“对话”内容现场反复打磨。
警服被鲜血浸透，江洪涛仍将歹徒扑倒不

松手；在生命最后一刻，刘贵斌张开双臂将群众
推开……根据前方记者采访到的素材，编辑深
入挖掘其中最感人的故事，将每位英烈的生平
事迹提炼成300字左右的文字。美工根据文字
描述以及相关图片、视频素材创作手绘长图，用
画笔勾勒出英烈短暂而又伟大的一生。作品末
尾，以总书记回信精神点睛，让报道更加厚重。

在长图制作中，报道组精心设计细节：刘贵
斌烈士牺牲后当地设立的“英雄树”“英雄墙”，
吴继革烈士生前随身携带的扩音喇叭……这些
细节的描绘，让英烈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饱满。

斯人已逝，其面容、声音等信息仍然受到法
律保护。对亲人的思念绵绵无期，对逝者的尊
重高于一切。考虑到目前社会上对于AI“复
活”逝者尚存争议，报道组决定善意地使用技
术，坚决恪守伦理底线，彰显人文关怀。

记者提前与英烈家属进行沟通，在征得同
意和授权后，由美工对照英烈们生前的照片进
行手绘，尽可能真实还原英烈形象。手绘英烈
形象完成后，再借助AI数字人技术，将文本转
换成数字人口播视频。

“父亲牺牲时才38岁，记忆中他的声音挺
年轻的”“父亲声音中气十足”“父亲手术后说话
声音不能太大”……采访中，记者考虑到制作细
节，请英烈子女回忆父亲的声音，便于后期配
音。

为了使对话更贴近现实生活，团队放弃没
有“灵魂”的AI配音，选择了与烈士年龄相近的
男士配音，父与子（女）一问一答之间，字字句句
真情实感，感人肺腑。

火爆出圈 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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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红军墓 不约而同的守护

2024 年 4 月 4 日湖北日报微信公
众号《这个秘密，他们为何隐藏 88
年？》，湖北日报2024年4月5日2版《只
为一句承诺——郧西一家五代人接续
守护红军墓88年》，讲述郧西县香口乡
李师关村七叶山一户方姓人家五代人
接力，88 年默默守护着红军墓的故
事。一个承诺，五代人，守墓88年，保
密 88 年，这是怎样的忠诚与责任！这
就是不忘记初心，牢记使命。向方家五
代人致敬。 网友 言道 赵赵

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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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5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