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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祭奠英烈，是缅怀、是追思，更是传
承。然而，在战争年代留下一张照片并
非易事，很多烈士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
有，这让很多缅怀与思念无处落地，也成
了很多烈士家属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自2021年11月起，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接力开展“为烈士画像”志愿服
务活动，志愿者用手中的画笔还原烈士
的样貌，实现烈士家属与烈士的跨时空
“团聚”。同时，也让一段段感人肺腑的
烈士英雄故事从历史中走来，让红色精
神在这片大地上赓续不断、熠熠生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7月5日凌晨四点，“00后”姑娘程功乐终于完成了眼
前这幅黑白素描全家福——画像上是一对年轻夫妻和他
们12岁的儿子。

为了完成这幅画像，这位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二
年级学生，已经在画架前不眠不休工作了20多个小时。

“难度最大的，是用画笔让‘时空逆转’，将不同年龄段
的三个人，以相同的时间点，‘还原’在一张‘合照’里。”用
力揉揉疲惫的双眼，程功乐又将手机中保存的两张画像、
一张照片与全家福中的三个人逐一“对照”：一张是一位看
起来30岁左右、目光炯炯的军人，一张是一位老态龙钟的
老妇人，一张是一位青春之年的战士——他们就是素描上
的一家三口，分别是1948年牺牲的父亲王宗炳，60多岁时
的母亲和他们年轻时入伍的儿子王宝琴。

作为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
室“为烈士画像”公益团队大学生志愿者，程功乐此行的任
务是：为这个被生死分开76年的烈士家庭，绘制一张全家
福，并亲手送到烈士后代手中。

伴随铅笔与白纸摩擦的沙沙声，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

此时的安徽宣城广德市，朝阳已缓缓从地平线上探出
头来，一寸寸占领宾馆外的马路，程功乐和与她一起参加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公益活动的20名同学，却几乎都还没
有入睡——他们正与时间赛跑，要在一周时间里，为广德
市14位烈士及家庭完成画像，帮助他们完成一场跨越时
空的“团圆”。

事实上，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这支由安徽师范大
学400多名美院学生组成的公益团队，已经完成烈士画像
近400幅，实现了近400个烈士家庭让烈士“回家”、与家
人重聚的心愿。

画像
定稿、装帧，没有片刻耽搁，早晨七点半，“为烈士画

像”公益团队一行踏上了送画像回家的路途。
车上，刚刚睡着就被闹铃叫醒的程功乐，话很少。

“心情怎么样？紧张吗？”“挺忐忑的，不知道爷爷是不
是满意，画得像不像。”听到程功乐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的对话，带队老师、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红色
青春守护人”工作室负责人王伟转头冲她微微一笑：“你是
咱工作室的老同志了，绝对没问题！”

王伟的信心，来自这支志愿者队伍丰富的“实战经验”
和学生们在完成每一幅画像时的全情投入。

“三年多来，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与烈士‘相遇’。”王伟
告诉记者，每天都有全国各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家
属，通过各种方式联系“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学生们
在为烈士画像过程中，与红色青春和一个个保家卫国的红
色故事相遇，深受感动引领。

“一届又一届学生申请加入，我们的志愿者也从最初
的6名学生党员，发展到现在的400多名。在安师大美院，
不少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为烈士画像’公益活动志愿
者。”王伟滔滔不绝。

他们与烈士首次“相遇”，起始于2021年。
当年，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孟祥斌烈士的遗孀叶

庆华女士，在全国十几所高校发起“迎接建党百年，为百位
烈士画像”大型公益活动。彼时，安师大学美院积极响应，

学生纷纷报名，学院精挑细选出6名大学生志愿者，他们
在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里，仅凭证书上的名字和寥寥数语的
简介，就绘制出了4幅烈士画像。

2019级学生志愿者段泓润至今记得那段“煎熬又自
豪”的时光。第一次接下任务，他们通过叶庆华与烈士家
属保持联系。没有照片，甚至因为年代久远，家人对烈士
的记忆也极其模糊，最多只有几句关于烈士生平的描述，

“只能参照烈士后代的样貌，进行分析、复原。那些天，除
了在教室上课，就是在画室为烈士画像。”

烈士宋连恒的妹妹已经86岁了，仍健在的家人中，只
有她见过哥哥的样子。段泓润就根据她的口述进行样貌
复原：“半个月里改了十几稿。最终，当她回复‘这就是记
忆中哥哥的样子’时，又荣幸又感动。”

一次次沟通、查阅史料，一笔一画的描摹中，学生们仿

佛“走进”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与一个个火热的青春
“对话”。

大学生志愿者朱东平，当时为解放战争时牺牲的烈士
樊以清画像。“烈士牺牲时只有21岁，我在作画时的每一笔，
都能感受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今天的和平。”

吕洪恩烈士1940年牺牲在送信途中。“他的儿子吕延
圣对父亲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5岁时、父亲穿着八路军衣
服的模样。”拍摄为烈士画像的过程，大学生志愿者孙小可
几度落泪：“在和平盛世，送信只是一件平凡的小事，烈士却
因送信牺牲，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国家。”

思念无形，他们却用画笔画出了思念的模样，让烈士
家人透过画像，仿佛重回数年前一家欢聚的时光。

“很多烈士牺牲时连照片都没留下一张，他们的后代数
十年无处寄托思念。”三年多来，叶庆华清楚记得每一次将画
像送到烈士家人手中时，他们欣喜感动落泪的模样。“感谢学
生们！他们不仅让青年一代看清楚了烈士的模样，还让很多
烈士后代圆了‘再看一眼父辈、祖辈’的愿望。”

回家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

广德市誓节乡石鼓村。
88岁的王宝琴早已守在家门口，见到志愿者团队一

行，急忙迎上前来。“昨天你们走后，我翻来覆去没睡着，脑
子里总在回忆爸爸的样子。”拉着王伟的手，王宝琴无法遏
制内心的激动。

看到程功乐双手送上的画像，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
“像！太像了！爸爸、妈妈，我终于又见到你们了！妈

妈，爸爸终于又回家了！”一遍遍抚摸画像上父亲和母亲似
正微笑的年轻面庞，长达76年的思念在这一刻喷涌而出：

“爸爸1918年出生，在外干革命那几年，我和妈妈很少能
见到他。1948年被国民党杀害时，他还只有30岁。”之后
的几十年里，母亲带着王宝琴艰难度日，直到在思念中离
世。

一旁，送画像“回家”的志愿者们也忍不住抹泪。
送烈士“回家”、与家人团圆，是叶庆华17年来的坚定

选择。2007年，28岁的爱人孟祥斌舍己救人牺牲后，
“‘家’仿佛缺了一块”。之后，她发起“让烈士回家”志愿行
动，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
士寻亲。十几年里，她四处奔走，整理烈士资料、为烈士寻
访家人。“安师大美院志愿者团队的加入，加快了烈士‘回
家’的步伐，也让‘回家’的烈士更具象可感。”

几年来，对于这些为烈士画像的大学生志愿者，叶庆
华在感激与感动之外，更多了家人的亲切感：“孩子们课业
繁忙，却不求回报，全情投入。”

接到为牺牲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野战军战士李国恩
画像的任务时，“00后”大学生志愿者全家乐，获得的资料
仅是烈士20多字的生平介绍，“其中相貌特征不到10个
字。反复修改了六七次，最后定稿时，眼泪一下出来了。
我也成为‘送烈士回家’这件伟大事情的一分子！”

参加本次暑期社会实践公益活动，是大学生志愿者张
宇晨第一次与烈士家人面对面交流。“女烈士谢应凤牺牲
时还怀着孩子，只有25岁，没有留下后代。半天的采访
中，我们通过柏垫镇退役军人事务站的工作人员，辗转找
到了她的侄孙，所有能回忆起的细节，也只有‘她当时很漂
亮，是乡里第一个断发易服的女性’这简短的介绍。”张宇
晨沉浸其中，起型后与烈士后代反复确认，一次次修改，终
于获得认可：“像！特别是眼睛，很像！”

“一次次为烈士画像、送烈士‘回家’，学生们也更理解
了烈士的选择、‘回家’的意义、团圆的价值。每一次全身
心投入的绘画，都成为学生成长的阶梯。”作为“红色青春
守护人”工作室负责人，王伟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在参
加志愿服务过程中，从稚嫩变得沉静成熟，内心不断丰盈，
爱国之志勃发。

今年初，由全家乐执笔，他们将工作室第200幅画
像——孟祥斌烈士的全家福，送给了叶庆华。“看着叶阿姨
由惊喜到感动流泪，抱着画像一遍遍呢喃‘祥斌，你也回家
了！祥斌，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又团圆了！’我们在场所有人
都泪流满面。”全家乐记得，“那一刻就觉得，我们所有的不
眠不休、废寝忘食都特别有价值！”

三年多来，源于媒体的报道，来“求助”的烈士后代也
越来越多。“几乎每一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线索，我
们也尽全力帮助他们完成心愿。”王伟说。

叶庆华也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感谢这些可爱的大学生：
每一次送烈士画像“回家”，不管他们能否同行送画，叶庆
华总会录制视频反馈给他们，尤其要发给亲手为烈士画像
的志愿者。

这些年，志愿者们也见证了一位位烈士“回家”的动人
场面——

在山东，一位烈士赢得了家族的至高礼仪：全族人早
早等候在村口，见到志愿者手捧画像出现，全部跪倒在地，
行跪拜礼；

在河北，为了迎接烈士画像“回家”，烈士家属将红毯
铺了一路。“日思夜想了几十年啊！”手捧画像，烈士后代恸
哭不止；

在安徽芜湖市南陵县，抗美援朝烈士李家发的妹妹李
家英，抚摸着画像上哥哥的脸庞，一遍遍跟志愿者回忆她
当年扯着哥哥的衣角送行时的情景……

传承
上午11点，简短的送画像仪式后，王宝琴老人擦干眼

泪，手捧画像，希望与“为烈士画像”公益团队一行合影留
念。

画面定格，“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红色横
幅，与全家福上微笑的面庞、老人欣慰的笑脸、大学生志愿
者青春洋溢的面容同框，成为这个火热夏日里格外动人的
一幕。

“我是去年刚入校时，看到‘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
播放的宣传片，就决定要报名加入了。”回程路上，2023级
志愿者姜津告诉记者，“看到视频中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的事迹、烈士家属对他们的思念、师兄师姐们为烈士‘回
家’所付出的努力，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

此次暑期公益活动，是19岁的青年姜津首次执笔，此
行的任务是为广德市桃州镇的丁昌能烈士绘制画像。在
头一天的家访中，听着烈士后代的讲述，姜津好多次偷偷
扭过脸去抹泪。“希望我执笔的画像，能表达我对烈士最诚
挚的敬意，报答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的幸福生
活。”

不止姜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在安师大，“红色”已
成为“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最鲜明的底色。“传承红色
基因，传播红色故事”，是接续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共同
的心愿和追求。

“我是在聆听师兄师姐们‘为烈士画像’志愿活动宣讲
后，申请加入的。”志愿者全家乐说，“与过去联考时为了过
关、炫技不同，为烈士画像，笔下更多了细腻、柔和和情感，
仿佛为画像中的烈士注入了精神、复活了生命，真正理解
了‘为人民而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20岁的志愿者程功乐说：“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就
‘泡’在山里，为一位77岁的老奶奶，画她33岁就已牺牲的
父亲。每一次为烈士描画、勾勒、铸魂，都像跟烈士进行了
一场对话，都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

“我们寝室的同学都是‘为烈士画像’志愿者。”志愿者
朱苗苗说，就在今年6月，她刚为孙龙珍烈士和她远在新
疆的老伴于志林老人绘制了一张合影。“看到病床上的于
爷爷，手捧画像呼喊老伴时，我特别开心。”

在2022级志愿者俞家瑞眼中，最难画的就是烈士的
那双眼睛。而为了画好烈士军帽上的五角星，他们反复查
阅资料。“因为不知用多大的‘力度’，才能画出五角星那沉
甸甸的分量。”

担任“为烈士画像”公益活动联络、组织工作三年多，
王伟的感触更深：“一张烈士画像是跨越时空的相见，是点
亮家属等待的灯，更是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的铭记与传承。
每一次与烈士家属面对面交流、每一次勾画绘制、每一次
录制视频、每一场倾情宣讲，都是一场生动鲜活的思政
课。”

几年来，为了让先烈们的红色故事广为传颂，他们不
断拓展公益活动的内涵和外延：迄今已完成微视频、微党
课制作98节，绘制革命故事绘本14册，开展“与时间赛跑，
记录抗美援朝老兵故事”、赴烈士家乡开展乡村振兴活动、

‘大手拉小手’为烈士墓碑描金、绘制墙体彩绘等系列活动
60余场。这支志愿服务团队也先后获得了2022年度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党政机关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
纷至沓来：不断有单位愿意捐款，印制革命故事绘本，赠送
给中小学生；不少学校邀请他们为孩子们上“开学第一
课”，为孩子心中种下红色的种子；一个专注老照片修复的
创业团队，通过网络联系到王伟，愿意依据烈士素描画像，
免费做照片修复……

7月5日晚七点半，回到住地短暂休息后，王伟在晚间
的“复盘会”上，坚持带着学生们反思白天工作的不足、抠
细节。“用认真执着的态度做公益。”王伟说，“这也是红色
精神在当下的传承。”

用画笔用画笔““逆转逆转””时空时空
让英雄与亲人让英雄与亲人““团圆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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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画室陈列着已完成的部分烈
士画像。 王蓓/摄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接力为烈士画像

志愿者为烈士画像。 王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