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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嘉汶

通讯员李凌吉贵群

“我年龄大了，你要经常来看

他们。他们没有后代，我们就是

他们的后代。”

“我记住了，爷爷。”

清明节将至，3月29日，在厦

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旁的山

头上，78岁的村民黄水杈在孙子

黄城坤搀扶下，来到两座无名烈

士墓前祭扫，当时引发了这样的

对话。

14岁开始守护烈士墓
当日，爷孙俩抱着鲜花，扛起

扫帚，拎着水桶，来到烈士墓，便

分工开始清扫墓碑周边区域。黄

城坤拿起抹布，把烈士墓碑擦得

锃亮。黄水杈拿着扫把清扫落

叶，并随手折下伸到烈士墓上的

一根枝条，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

里的一草一木。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烈

士的故事，当时学校每年都组织我

们来献花。”黄水杈说，早年烈士们

的故事就在古宅村流传，那时每逢

清明等节日，村民都会按照当地习

俗来打扫烈士墓、祭奠英灵。同村

长辈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

后来，最初守护烈士墓的几

位长辈年迈，腿脚不便。从14岁

起，他便主动接过守护烈士墓的

“接力棒”，经常来这里除草、培

土，一守便是 60余年。在他看

来，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无名烈

士墓，更是对烈士牺牲奉献精神

的崇敬和感恩。

古宅村党支部书记黄炳禄介

绍，几十年来，除了学校和村民经

常组织前来祭扫之外，其他时间

基本上都是黄水杈在守护烈

士墓。

子孙“接棒”将继续守护
“经常有人问我，他们又不是

你的亲人，你干吗要长年累月坚

持？”黄水杈坦言，每当听到他人

提出这样的疑问，他都会反驳说，

“没有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哪有我

们现在幸福安定的生活。哪怕拄

着拐杖，只要我还走得动，我都要

来守护烈士墓。”

黄水杈除了自己守护无名烈

士墓，还把这份责任交给了自己

的儿孙。

“小时候跟爷爷来山上放牛，

每次经过烈士墓，他都要跟我们

讲一遍烈士们的故事，教导我们

一定要心怀感恩。”黄城坤说，他

从小就熟悉先烈的故事，如今接

过爷爷手中的“接力棒”，将继续

守护烈士墓。“以后我也会把烈士

的故事告诉我的儿子、孙子，让他

们（将守护烈士墓的传统）一代代

传承下去。”黄城坤说。

据了解，1949年9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三十一军九

十三师二七七团、二七八团、二七

九团官兵奉命从古宅山顶顺着十

八弯道下山，向寮野竹坝一路奔

去，参加解放同安县城的战斗。

在战斗中，两名战士英勇牺牲，烈

士尸骨葬于古宅。两处墓地原本

都只是简陋的土坟，2018年翔安

区相关部门将古宅村分散在两处

的烈士墓迁葬一址，并重新修缮

了两座烈士墓。

黄水杈一家几代人接力守

护烈士墓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每逢清明和

烈士纪念日，不少市民自发前来

祭奠英烈。黄水杈被授予2022

年第三季度“福建好人”荣誉

称号。

晨报记者许蔚菡

3月29日，在厦门华师希平

双语学校的科创市集上，一群高

中生正围着一台轮椅激烈讨论

——这台融合了SLAM导航、大

语言模型交互等技术，实现90%

语音识别准确率和72小时稳定

运行的自动驾驶轮椅，是学生团

队耗费1.2万元自主研发的。而在

不远处，气压火箭“嗖”地蹿上20

米高空，幼儿园萌娃欢呼起来。

这场以“探索·共创·无限”

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地人工智能

和教育行业专家的AI教育峰会

暨科创嘉年华，像一面棱镜，折

射出厦门教育在人工智能浪潮

中出现的新变革、新趋势。

课堂里的“AI助教革命”
这个学期，双十中学的物理

课堂总是充满惊叹声。当老师使

用“双十教学备课AI”生成近百

行绘图代码，将代码复制到绘图

软件中，便能生成一个生动的动

态演示模型。厦门双十中学教务

处副主任黄昌鸿说：“过去如果

是人工编码，需要一名老师耗费

至少一天的时间，现在使用AI

后只用7分钟。”

据称，自从双十中学部署

DeepSeek大模型以来，老师备

课效率提升了 40%；学校推出

“智慧作业批改”，节省了老师

60%的批改作业时间；AI甚至能

分析学生手写步骤，实时生成数

学解题链。

前不久，厦门市教育局公布

今年全市教育重点工作，其中之

一就是开辟数字教育新赛道。可

以说，厦门校园里“AI含量”越来

越高，这股人工智能风暴正在席

卷鹭岛校园：厦门市滨北小学李

婉冰老师在科学课《消失的恐

龙》教学中，利用智慧大屏和AR

软件为学生呈现了一个生动的

恐龙世界；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

小学的《水滴的旅行》课程里，谢

怡君老师结合智能AIGC豆包，

依据所记录内容生成了水滴旅

行路线图；海沧实验中学利用现

有设备在高一、高二年级分别组

建了AI学习室，用于探索AI技

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操 场 上 迎 来“AI 金 牌 教

练”——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

学的李明济老师通过记录学生

表现的TT运动软件，利用AI技

术生成立定跳远动作结构图，帮

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动作要领，

明确改进方向。“以前老师只能

目测，现在AI连脚掌的角度都

能分析。”李明济说。

以上这些都是AI在课堂上

的直接应用。更令人关注的是，

思明区教育局通过“生成式AI

赋能教学实践培训”，让AI化身

老师的数字分身；厦门外国语学

校附属小学用AI模拟客户，让

学生获得职业体验；滨北小学用

AI优化行政流程，将老师从填表

工作中解放出来。数据显示，厦

门已有超20所学校完成AI大模

型部署，形成“工具—场景—生

态”三级跳。

在算法中守护“心灵温度”
不过，也有教育界人士认

为，不能一味迷信人工智能。将

人工智能引入诗歌校本课的大

同中学语文老师钟永许举了两

首诗为例，一首是学生原作，另

一首AI修改版。“AI修改后，把

原来的‘诗眼’抹掉了。”钟永许

说，AI写诗有其长处，但它是泛

化情感表达，会消除作者原有的

个性化表达。这也是为什么AI

写的诗歌总会让人有一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

厦门实验小学对待新“编外

老师”——AI心理老师“阳光朵

朵”时也态度审慎。“阳光朵朵”

是能识别微表情、分析呼吸频率

的虚拟人，它正成为孩子们倾诉

心事的“树洞”。不过，该校校长

汤吟莹强调，所有数据仅限心理

老师查阅，“技术再先进，也不能

越过情感隐私的边界”。

正如华师希平双语学校圆

桌论坛上专家们达成的共识：AI

不应是讲台的替代者，而是教育

创新的推进器。

厦门救援力量
奔赴缅甸灾区
晨报讯（记者 谢祯）北京

时间昨日22时，厦门市曙光救

援队最后一批队员抵达缅甸仰

光，与昨日8时10分抵达仰光

的8人先遣小组会合后奔赴灾

区。而厦门出征的另一支救援

队——厦门蓝天救援队昨日也

马不停蹄经泰国曼谷转机，奔

赴缅甸灾区。

昨日8时10分，于3月29

日晚出发的厦门曙光救援队缅

甸任务先遣小组一行8人抵达

缅甸仰光，迅速投入灾情对接

与救援协调工作。缅甸（中国）

云南商会会长谢明贵到场接

洽，双方协商了车辆调度、物资

采购等相关保障事宜。

据介绍，厦门曙光救援队

一行22人昨日凌晨到达泰国

曼谷后，因机票等原因，分三组

乘不同航班前往缅甸仰光，最

晚的一组昨日22时到达仰光，

与先期到达的人员会合后，连

夜包车赶赴灾区。

昨日6时许，厦门蓝天救

援队的25名队员从厦门高崎

机场乘机，驰援缅甸。此次参

与救援的队员都有多次国际救

援经验，他们于昨日中午飞抵

泰国曼谷后，转机前往缅甸仰

光，随后再进入曼德勒灾区。

蓝天救援队携带的设备主要有

26大件，包含角磨机、金刚切

割片、电镐等救援设备，总计

1500公斤左右。

78岁老人守护烈士墓60多年
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一家几代接力守护无名烈士墓

人工智能走进厦门校园，掀起一股“AI助教浪潮”

已有20余校完成AI大模型部署

清明将至，黄水杈（左）和孙子黄城坤祭扫烈士墓。记者唐光峰摄

厦门华师希平双语学校的科创市集上学生展示科创作品。记者陈理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