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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点亮众多IT“技能点”
90后经侦探长：从科技“小白”到科信“尖兵”

“原本要6小时的工作，现在
只要3分钟！”这是众多一线民警
使用龚晨自主研发的数据化工
具后发出的惊叹。然而，在数据
化产品的研发测试之初，难免遭
遇一线民警的怀疑。“自主研发
的工具，真的能比得上外部专业
机构研发的工具吗？”“这些工具
能精准满足我工作的需求吗？”

面对疑虑，龚晨运用“产品
思维”，发扬“死磕”精神，深入基
层调研，与近百位一线民警开展
工作需求深度交流。

近百次面对面的交流，恰似
一场场“需求对接会”；在全市16
家分局开展的57场调研，恰似一
轮轮“产品地推活动”。为了解
实际需求，龚晨与一线民警保持
密切联系，并总结经验。“年轻的

一线民警对新工具更接纳，也更
愿意分享工作中的实际需求。
我会直接和他们加微信，建立‘1
小时响应、24小时处理’的工作
模式。当这些工具实实在在助
力一线民警提高工作效率，他们
自然而然会成为‘推广达人’，带
领更多民警使用数据化工具。”

“很多时候我只是民警好想
法的搬运工，投入量才是唯一的
变量。”龚晨这样描述着自己的
工作。从数据化工具1.0到3.0，
前前后后迭代了66个版本，“经
侦业务变化太快了，持续升级是
我们最大的竞争力”。

“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
我想借更多的力，去影响更多的
人。”2022 年，龚晨刚成为探长
时，组内没有一人是科班出身，5

名组员里有4人都是新进不满三
年的“小白”，如何破局？作为一
名90后，龚晨比别人更清楚青年
民警非常看重个人能力的成长
和发展空间。在不断提升自身
研发能力的同时，龚晨还带领组
员围绕不同技术领域开展差异
化攻坚，让新组员在攻坚中感受
到成就感，提升自驱力。2023
年，3.0版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
主办的“智慧公安我先行”全国
基层技术革新专项活动中斩获
头奖头名。4.0 版在进一步提
高效率的同时，还能满足多警
种的工作需求。采访的最后，
龚晨总结道，“前端、后端、数
据、推广、运维，每人学一样，深
耕各自的领域，结合起来就是
一支‘新质生产力’。”

善于模仿
勇于超越

青年报：身为青年民警，您

认为新技术对于助力提升集体

新质生产力有哪些积极作用？

龚晨：我们青年民警有
个特色，就是拥抱新事物的
速度会更快。相较于外部专
业研发机构，当我们把新技
术和公安的业务相结合，我
们就能达成更多的增长点。
善于模仿，勇于超越，把青年
的创造力和工作的创新力相
结合，就能发挥好后发优势。

青年报：产品研发和测试

会经历很多的试错，您如何

调动团队的活力，让组员发

挥出最佳状态？

龚晨：当有组员在参与
研发的过程中感受到挫败
时，我会带着组员做一个具
体的项目，并提供可以尝试
的方向，让组员自己摸索。
那么当组员取得阶段性成果
的时候，不仅能收获自信和
成就感，还能成为他们之后
坚持探索、自主学习的动
力，这对于带领团队是非常
关键的。正所谓“做一行，
爱一行”。我在编程优化模
型，服务更多一线民警时，
从中能感受到很多乐趣，我
也希望让组员更多地感受
到这样的乐趣。

“为什么同事清洗数据速度
远超于我？”“我该如何提升工作
效率？”回首最初研发提效工具
的萌芽阶段，龚晨的思绪回到
2018年。那一年，他刚从华东政
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怀揣着梦
想与憧憬，成为了一名经侦研判
岗位的新警。

初入警队，龚晨和所有新警
一样，面临着“很多都不会”和

“万事从头学起”的困难。在带
教师父的悉心指导下，龚晨认
真思考自己的工作方式。“当
时，通过学习和观察，我发现我
和前辈的基础操作一样，不过前
辈巧用快捷键提高操作效率。
于是，我思索能否将多个快捷键
融合，把重复性、机械化的操作
简化为‘一键搞定’。当时我借
助一个小程序，成功替代了繁琐
的重复操作。”

这次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不
仅让龚晨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近4
倍，更为他日后自主研发多款工
具埋下伏笔。随着智慧公安工
作的不断深化，2021年，龚晨转
到了科信岗位。面对科信领域
的专业壁垒，他毫不退缩，巧妙
地将碎片化时间转化为“成长加
速器”。

“每天的学习，是对自己最
好的投资。”龚晨将时间管理发
挥到极致，每天早起10分钟看
书，沉浸知识的海洋；清晨洗漱
时，也不忘争分夺秒听课学习；利
用上下班近2小时的通勤时间，
戴上耳机上网课“充电”；回到家
后，常常钻研编程技能直至凌晨
1点多。龚晨从经侦一线民警需
求点出发，倒推需要学习的专业
技能，先后掌握python编程、模
型搭建、数据库应用等10余项

“技能点”，成功实现向科信
民警的“跨界”成长。功夫
不负有心人，三年时间里，
龚晨自主研发技术产品30
余款，并连续两年获评上海
公安基层技术革新一等奖。

谈及如何在繁忙工作之余
保持学习热情时，龚晨笑着分享
他手机里的打卡软件。每当按计
划完成一项学习任务时，他都会
郑重地打个钩。“学习就像‘复利
效应’一样，看似要掌握的技能众
多，但把每件事分解成每日的一
个个小计划时，便成了大家每天
都能坚持的事。”对于龚晨而言，
每当运用编程技能解决一线民警
的具体需求，精心打造一个具体
的产品，服务到身边的民警时，内
心总会涌起满满的成就感，从而
形成正向反馈，成为他自主学习
的原动力。

自主研发技术产品30余款 服务身边民警从0到1

与近百名民警盘需求 测试上亿条数据持续迭代

对话对话

▶上海市公安局
经侦总队八支队90后
探长龚晨。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从法学专业毕
业，到自学金融等业
务知识；从初入 IT领
域的懵懂“小白”，到
跨界学习 python 编
程、模型搭建、数据库
应用等10余项技能，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
队八支队 90 后探长
龚晨如何一路“披荆
斩棘”，点亮众多“技
能点”，自主研发多项
工具和模型？

“经侦岗位有句
经典的话，‘因为专
注，所以专业’。正如
经济学中的复利效
应，每天进步1%，一
年就是 37 倍的成长
蜕变。”接受青年报记
者 采 访 时 ，龚 晨 说
道。如今，龚晨自主
研发的数据化工具已
升级至4.0版本，龚晨
还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和“上海市公
安局青年五四奖章”
等荣誉称号。这不仅
是龚晨自我成长的生
动注脚，更是智慧公
安不断深化的时代浪
潮下，青年民警积极
自我赋能，实现自我
价值的见证。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