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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脸识别不是屡试不爽的
‘万金油’，譬如有的农村孩子没报过
户口，有的还没到报户口的年龄就走
失了，还有的受助对象长时间走失后
连户籍都注销了。”康清萍透露说，为
了拓展寻人渠道，他们开展了多方尝
试，从去年开始就与今日头条建立合
作关系，今年效果特别明显。“家里一
旦有人走失，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
找寻。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心，一
旦在微信朋友圈、网上看到类似的寻
人信息，经核实后就会放到工作群
里，同时发头条，为市民提供相关服
务。好几次，我们发布消息一两天就
有效果了。今年我们一共推送了90
多条寻人信息，为16位受助人员找
到了亲属。当然，还有的未等到网友
反馈，就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了人。”

2017年2月3日，上海市救助管
理站救助了一名失语老人，老人似能
听懂上海方言，疑为上海本地人。随
后，工作人员在安全检查中又发现老
人随身物品里有一张上海交通卡，便
立即以此为突破口，致电上海公共交
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查询这张交
通卡的使用信息，经查询发现该卡乘
车记录遍布本市杨浦区、浦东川沙地
区和浦东南汇地区，最近一次的使用
记录是1月31日从轨道16号线野
生动物园站上车到11号线康新公路
站下车。根据这些信息，结合老人的
体貌特征，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用

“互联网+寻亲”的方法，立即与“今
日头条”网站寻人栏取得联系，发布
寻亲启事，并根据老人交通卡乘车信
息，要求在其最近出现地周边10公

里范围内进行推送。信息发布仅仅
40分钟，着急的家属就看到了寻亲
启事，迅速与市救助管理站取得联
系，并与工作人员约定时间顺利接回
了老人。这次，市救助管理站灵活运
用大数据+互联网，仅用2小时就为
老人家找到了家。

除了人脸识别、“互联网+寻亲”
等工作方法，DNA对比也写入了今年
市救助管理站甄别工作制度中。在
康清萍看来，这意味着今年本市救助
管理工作在制度上的完善，向前迈了
一大步。

今年4月21日，市救助管理站
救助了一名70岁左右的老人，老人
自称叫孙建方，浙江台州路桥区人。
工作人员通过“今日头条”，当天就
得到了用户的反馈，称该老人可能
是当地一名走失了20多年的老人。
几乎就在同时，工作人员又接到了
自称可能是老人女儿的梁女士的电
话，说老人相貌变化太大，不敢确
认，且其父叫梁某某，而非孙建方。
梁女士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市救助管
理站，在与老人面对面交流的过程
中，老人坚称自己叫孙建方，也不承
认有女儿。在此情况下，工作人员
决定采用DNA方法进行鉴定。一个
多月后，检验报告显示，老人与梁女
士存在血缘关系。说到父亲“失而
复得”，梁女士十分激动，她说，我奶
奶已经95岁了，真没想到在她的有
生之年还能见到我的父亲，我要把父
亲接回家，尽好女儿的赡养义务。今
年6月22日，老人在市救助管理站专
人护送下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互联网+寻亲”2小时找到失语老人家

昨天上午，92岁的王老伯被人送
到上海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站社
工科副科长倪杰将采集到的老人照
片放进人脸识别数据库，几分钟后，
老人所有的信息跃然纸上。数据显
示，王老伯最近一次接受救助是今年
3月份，经比对，他曾多次被送至救助
站。“我们马上会联系他所在的街道，
信息里有老人的详细家庭地址。”倪
杰告诉记者。

这套神奇的人脸识别系统的学
名叫“上海市救助人员图像甄别比对
系统”，是救助管理站自主研发的“独
家秘技”。谈及建立该系统的初衷，
市救助管理站社工科科长、副调研员
康清萍表示，在救助中他们发现，很
多受助人属于重复救助对象，譬如经
常走丢的失智老人。对于这些对象，
直接承办工人员可能会有印象，但其
他工作人员未必能第一时间予以甄
别。“站内的人脸识别系统是2015年
6月开始试运行的，这两年来，我们在
逐渐完善数据库，先后导入约2.4万
人次受助者信息，完善了历年数据库
信息，今年3月份开始，这套系统开
始大规模使用，初见成效。”

康清萍介绍说，通常而言，工作
人员会在窗口采集受助人的图像，但
在受助人不配合或因身体缘故无法
实现信息录入的情况下，该系统也可
以动态捕捉照片，24小时抓拍人像。

记者了解到，除了救助管理站内
部的人脸识别系统外，今年2月起市
救助管理站还与公安建立联系，借助
公安部门强大的人脸识别系统，助受
助人员找到亲人。

编号 209524……，2017 年 2 月
10日晚，一名七旬流浪老人在青浦
区金泽镇沪青平公路三塘村附近被
发现，经金泽镇派出所送往青浦区救

助管理站，3天后他转入市救助管理
站继续接受救助。工作人员从他的
衣着判断，这可能是一名迷途走失的
老人。救助期间，工作人员多次与其
进行交谈，但老人不会写字，说话带
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无法听懂。工作
人员翻遍了他的随身物品也没有找
到任何线索。时间过去了4天，没有
任何人来救助站寻亲。

从他受助的第一天起，工作人员
就通过今日头条网站发布了寻亲信
息，想尽了各种方法与其沟通，一开
始以为他的耳朵不太好，就为他找了
助听器。听他提及松江地区的一个
地名，就专程找来了松江区救助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和他对话，用了种种方
法都没有奏效。其间，老人模糊地发
音说自己叫“徐绍金”，在什么地方种
西瓜。

2月17日上午，工作人员特地请
来了浙江籍工作人员，五六个人围着

“徐绍金”听他讲话进行甄别，最后众
人无功而返。万般无奈之际，工作人
员想到了最近市公安局开发的人脸
识别比对系统，便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将照片提供给市公安局，请对方
协助对老人照片进行比对。没想到
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市公安
局的来电告知：“该人是浙江省台州
市黄岩区人士，名叫徐XX，且其家人
已在上海奉贤区公安局报案”。次日
上午，当徐老伯的家人在上海市救助
管理站见到失踪8天的亲人时热泪
盈眶，连声道谢。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公安人脸
识别系统比对成功的有11人，通过
我们站内系统比对成功的有5人。”
康清萍告诉记者，不仅如此，他们还
设想，主动对接更多数据库，这样如
果有人进站就能第一时间精准查找。

“人脸识别”系统 精准查询半天找到人

让康清萍感到欣慰的是，因为有

了新的甄别手段，以前查找疑难受助

对象的信息可能需要三五天乃至半个

月，但现在快的一两天就有结果了。

“目前，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关

注失踪走失人员，期盼他们早日与亲

人团聚。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作为市

民政局设立的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

临时性救助保护的机构，始终把救助

人员的‘甄别寻亲’工作作为救助服

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受助人员回归

社会、回归家庭尽职尽责。”市救助管

理站党委书记丁惠荣介绍说。

据丁惠荣介绍，近年来，市救助

管理站每年救助各类身份信息不明

的疑难受助人员近千名，经甄别查实

身份，由家属领回、流出地民政部门

接回或护送返乡的高达95%以上，使

近千名流浪街头、生活无着的受助人

员回到了家人身边。“按照国家和本

市的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上海市

救助管理站受助人员甄别工作规

定》，明确了甄别寻亲的工作规范和

具体要求，对入站无法确认身份的流

浪乞讨人员，规定在 24 小时内推送

到全国救助寻亲网开展寻亲；与网络

媒体《今日头条》建立了常态化寻亲

合作机制，借助其海量用户，通过弹

窗技术向受助人员疑似走失地、户籍

地等特定区域精准推送，及时发布寻

亲启事，开启‘互联网+寻亲’新模

式；并与公安部门建立甄别查寻机

制，7个工作日内仍无法确认身份的，

必须采集DNA 血样，送公安部门进

行比对，并持续跟踪比对结果。”

在丁惠荣看来，受助人员情况复

杂，其中因年老、年幼或精神异常、智

力障碍而无法提供身份信息的受助

人员，情况更加复杂。他们进站时有

的因长期流浪街头而蓬头垢面、衣衫

褴褛，有的因与家人失去联系而情绪

急躁、焦虑不安等等。为此，在传统

甄别方法的基础上，救助站自主创新

开发了“受助人员图像甄别与指纹比

对”系统，利用公安“人脸识别”技术

和网络新媒体的资源优势，探索甄别

寻亲新方法，梳理归纳出“口音辨识、

情理感化、实地寻踪、物品寻迹、资料

查找、公安协查、站际合作、媒体关

注、头条推送、人脸比对、血样比对”

等 11 种甄别方法，大大提升了甄别

能力。

救助管理站自创甄别寻亲“11计”

救助管理站升级寻人“独家秘笈”
人脸识别、寻亲网站精准推送等“新武器”助亲人回家

“以下是真实情况，请朋友们帮忙紧急转发，我以前兼职单位的同事的奶奶于今日上午7点在鲁迅公园附近走失，至今未归，
家人心急如焚，请看到身穿图片中衣服的老奶奶的好心人迅速与我联系……”不知何时开始，朋友圈中经常可以看到网友随手转
发的寻亲信息。面对迷途老人茫然的表情、走失儿童无助的眼神、智障人员几近空白的记忆，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从今年起全面升
级甄别手段，运用人脸识别、DNA比对、互联网等“新武器”破解迷失的身份信息，助受助对象回家。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秘笈]

人脸识别系统让救助站很快能查找到受助对象信息。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