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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第十二批解放战争济南战役无名烈士
实地寻亲活动，经前期提取及比对无
名烈士遗骸 DNA 找到了王坚仁烈士
的家人。济南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联合
相关机构首次采用AI技术恢复了王坚
仁等烈士的容貌。3月31日，王坚仁烈
士71岁的侄儿王作发告诉记者，照片
上的二叔，细看跟爷爷和父亲眼睛挺
像的，照片现留在家里做纪念。

为无名烈士寻亲

据济南退役军人事务局消息，今
年 1 月 25 日，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以历城革命烈士陵园改造为契机，启
动了济南战役东线战场无名烈士的寻
亲工作。

3月10日，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改
造提升期间，济南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相关机构，对
陵园内安葬的 865 名无名烈士进行
DNA样本的提取和头颅扫描。3月10
日至 3 月 19 日，已完成济南战役无名
烈士DNA样本提取工作，累计提取样
本625份。

在提取无名烈士 DNA 样本的同
时，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联系四川大学
计算机学院、考古科学中心、华西基础
医学与法医学院等院校专家对有条件

的烈士遗骸进行电子3D激光扫描，获
得了颅骨的数字化模型，利用生成式
AI技术首次复原了烈士的相貌。目前
已有2名无名烈士相貌完成复原，其中
一名烈士就是王坚仁。

家属拿到烈士照片

3月28日，清明前夕，为济南战役
无名烈士寻亲的队伍再次出发，赴烟
台海阳、栖霞为济南战役东线战场的
无名烈士寻找名字、寻找亲人。这也
是为济南战役无名烈士组织的第十二
次实地寻亲活动。

在寻亲活动中，工作人员找到了
王坚仁的亲属。据了解，王坚仁烈士
出生于 1925 年 3 月，山东烟台栖霞市
臧家庄南瓮村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1948 年 9 月 18 日在济南战役
中牺牲，年仅24岁。他生前没有留下
一张照片。近日，他的复原照片被送
到了他侄儿王作发、王作树的手中。

3月31日，王作发告诉记者，他今
年71岁，王坚仁烈士是他的二叔，二叔
牺牲时，他还未出生。二叔入伍时大
约20岁，还没有结婚。“我爷爷奶奶在
我不到10岁时就去世了，我父亲和二
叔他们有四个兄弟，现在也都去世了，
目前二叔最亲的亲属就是我们这些侄
儿。”

王作发说，因为懂事后他和父母
就不住在一起了，他长大后听村里人
说起才了解了二叔的故事，和家里长
辈找了几件二叔的旧衣服埋在土里做
了个衣冠冢，方便祭拜。他看了家里
的烈士家属证，知道二叔牺牲后被安
葬在济南马家庄，但不知道具体在哪
里。

烈士侄儿：家人都为他感到自豪

王作发告诉北青报记者，不仅二
叔，他的父亲生前也没留下照片，二
叔的复原照跟他记忆中的爷爷和父
亲相比，初看不太像，但后来细看他
觉得眼睛挺像的。“因为我记忆中的
爷爷和父亲是老了的样子，但二叔的
照片是年轻时的样子。我们也常跟
家族后辈们说二叔是一位为国捐躯
的烈士，大家都为他感到光荣和自
豪。现在，二叔的照片我们就留在家
里当做纪念。”

据了解，2021年9月以来，济南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寻亲中心先后组织了
11次实地寻访，派出寻访人员200余人
次、动员志愿者400余人次，寻访足迹
遍布山东、河北等省15市40余区县的
100多个村镇，总行程5万公里，为121
名烈士寻亲成功。

据《北京青年报》

AI复原容貌 为烈士寻到亲人

更好保障工伤职工权益
——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开展首日观察

4 月 1 日一早，天津 12333 热线就
接到来自异地工伤职工的咨询电话，
询问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开展
后，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跨省异地
就医备案手续。电话的一头，工作人
员认真地解释着办理流程。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
部门下发的通知，自 4 月 1 日起，全国
各省份试点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各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人社部门选择40%以内的本省地
市启动试点。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丁少群告诉记者，一般来讲，工伤保险
相对于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更广、报销
比例更高，因此异地就医需要个人垫
付的医药费用也更高，会使刚刚受伤
或旧伤复发的职工面临不小压力。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总部位于天津，在国内设有华北、
华东、中南等7个区域公司，员工常常
需要在外地进行水利工程现场勘测等
工作。“以前职工在外地工作时，如果
发生工伤在当地就医，只能通过企业
或个人垫付的方式结算，然后拿着票
据回天津后才能报销。试点工作开始
后，工伤职工可以在办理跨省异地就
医备案手续后，直接刷本人社保卡异
地结算。”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郭晓
燕说。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事故发
生概率较高，一旦有工伤事故发生，工
伤职工常常需要就近接受治疗，或者
前往医疗救治水平更高的大城市治
疗。”成都华川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何婷说，公司施工
业务遍布全国各地，相信随着试点的
开展，将极大解决工伤人员多次往返

“跑腿”报销医药费和垫资治疗等痛
点。

记者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了解到，广东 8 个市 15 家工伤保
险服务协议机构率先开展试点，包括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东莞东华医院等。8个试点地
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超过3000万，占
全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的75%。目前，
广东已完成经办规程制定、信息系统
建设、社保卡用卡环境改造、业务培训
等工作，确保如期启动试点。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处三级调研员郑辉介
绍，天津市此次开通了天津市天津医
院、天津西青鼎翼骨科医院两家工伤
医疗协议机构，天津市天津医院一家
工伤康复协议机构，天津市康复假肢
厂一家辅助器具配置机构，作为工伤
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机
构。

成都是四川省首批试点城市之
一。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业务
受理二处处长高天志说，在结算系统
方面，成都市组织试点协议服务机构
做好跨省异地就医费用联网结算信息
系统接口改造测试，目前已通过接口
模式接入全国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系
统，为社保经办机构、协议服务机构协
同办理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业务提
供了支撑。

今年2月底，家住成都锦江区的重

庆大足区玉龙煤矿退休工伤职工兰先
生在 12345 热线平台留言咨询工伤跨
省异地就医结算政策。1 日试点启动
后，在成都和重庆社保部门通力协作
下，为兰先生办理了备案和刷卡就医
手续。兰先生也成为四川省第一例工
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人员。“不需要再
来回跑了，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兰
先生说。

“现在要求只有在参保地完成工
伤认定、工伤复发确认、工伤康复确认
或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的职工，并且还
需要先备案，才能进行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报销，建议进一步简便相关程序，
为受伤职工在异地就医提供更多便利
性。”丁少群说。

成都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副局
长谢雨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循序渐
进、布局合理的原则，综合医疗机构区
域分布、资质条件、技术优势、异地人
员就诊数量等因素，科学布局辖区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协议服务机构。

随着试点工作开展，广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及时总结经验，
充分发挥首批试点机构的示范作用，
加快拓展广东省参与试点的工伤保险
服务协议机构数量，让更多协议机构
提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更
好满足参保工伤职工跨省异地就医需
求。

“近期，我们将做好宣传和培训工
作，认真收集群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方便更多异地就医的工伤职工。”郑辉
说。 据新华社电

352名中国籍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嫌疑人被移交我方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1日
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
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首次在缅北
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打击行动，成功抓获
807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其中，缅甸籍犯罪嫌疑人455名，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352名。按照双方协
定，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已于3月31日全
部移交我方，缅甸籍犯罪嫌疑人由缅方
打击处理。此次行动是中缅警方开展警
务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

去年以来，针对缅北涉我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严峻形势，公安部持续深化与
缅甸执法部门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联
合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行动，累计4.8万名
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缅
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明显好
转。但缅北木姐地区仍有部分诈骗集团
心存侥幸、顶风作案，甚至武装参诈护
诈，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为坚决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全面清除
木姐地区诈骗窝点，公安部与缅甸警察
总部开展多轮会谈磋商，达成一致意见，
决定开展联合打击行动。

近日，根据我公安机关提供的诈骗
窝点和相关人员线索，缅甸警察总部派
员赴缅北木姐地区，组织指挥当地执法
力量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抓获中国籍涉
诈犯罪嫌疑人352名，其中幕后“金主”、
组织头目和骨干21名，在逃犯罪嫌疑人
51名，现场缴获一大批电脑、手机、诈骗
话术脚本等作案工具。目前，全部中国
籍犯罪嫌疑人及涉案证据物品已通过云
南瑞丽边境口岸顺利移交我方，公安部已
部署安徽、江苏等地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
人有序押回，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能源运输大动脉
大秦铁路开始春季
集中修施工

新华社太原4月1日电 记者从中国
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 月 1
日，我国能源运输大动脉大秦铁路开始
为期30天的春季集中修施工，以全面提
升线路设备设施质量，为即将到来的迎
峰度夏电煤保供夯实安全基础。

大秦铁路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
秦皇岛，是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
年运输煤炭4亿吨以上，承担着全国300
多家主要发电厂、6000多家企业的煤炭
保供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为使春运高负荷运转后的设施设备
及时恢复性能状态，此次集中修施工期
间，大秦铁路每天从9时至12时全线停
运3小时，集中13000余名施工人员、57
组大型施工机械和218台小型养路机械
对线路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检修养护。

太原局集团公司调度所值班主任
郎健介绍，针对本次集中修施工任务
重、机械多、时间长、安全和运输压力大
的特点，太原局集团公司在精准编制施
工计划、按计划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运
输、调度和机务部门着力优化运输方
案、细化运输组织、强化机列衔接、组织
均衡运输，将努力保证大秦铁路运输与
施工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