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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多年寻亲无果

现场，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小丛
工作室负责人丛淑丽告诉记者，孙慧
兰和何常运分别是黄岛区民政部门和
平度市救助站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
后护送他们到市救助服务中心。“何常
运是2014年被发现送来的，孙慧兰则
是 2016 年被救助的。”丛淑丽告诉记
者，其中孙慧兰是在平度农机市场门
口发现的，“当时她精神恍惚，说不出
准确地址，疑似精神障碍，没办法帮她
找到家。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为她
和何常运办理了落户手续，都安置到
市社会福利院。”

虽然他们已被安置到了市社会福
利院，但寻亲工作却从来没间断。“我
们按照工作规程，为孙慧兰和何常运
采集血样、拍摄照片，纳入公安部门
DNA数据库，建立人像信息库。”丛淑
丽说。市救助服务中心所做的这一
切，为两位流浪人员与家人团圆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错过家庭重要时刻

就在市救助服务中心努力寻找孙
慧兰和何常运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家
人也在努力寻找他们。孙慧兰的丈夫
由先生告诉记者，孙慧兰年轻时患上
了精神分裂症，这已经是她第三次从
家中走失。前两次走失，一次去了北
京，一次去了河南，所幸当时都及时发
现，通过公安机关联系到他们及时找
回。“她当时能干活，闲着的时候也经
常自己出去遛弯儿，有时候还会自己
去赶集。”由先生告诉记者，2015年农
历十一月，正是农闲的时候，她应该是
自己出去遛弯儿，然后找不到回家的
路，就这样走丢了。

发现人不见了之后，两家人都选
择了报警。“印了很多寻人启事，到处
去发，甚至还去电视台发布寻人启
事。”孙慧兰的儿子告诉记者，家人几
乎找遍了山东各地也没找到。而离家
多年，无论是孙慧兰还是何常运，都错
过了很多家庭的重要时刻。这期间，
何常运的父亲去世，而孙慧兰也错过
了小儿子的婚礼——8 年前，孙慧兰
离家时，小儿子才 24 岁，当时尚未结
婚，如今早已成家，女儿也已3岁。当
工作人员告诉孙慧兰她小儿子已经结
婚的时候，她却一直摆手说：“我儿子
还是个小孩子，还没结婚。”

高科技助力照亮回家路

“最早的时候如果流浪人员没办
法提供住址信息，那寻亲真的就像大
海捞针一样困难。”丛淑丽告诉记者，
很多流浪人员都有智力障碍，无法提
供准确的家庭信息。当时想要帮他们
寻亲，只能通过聊天，从只言片语中找
线索，甚至他们的口音都会成为寻亲

的重要线索。后来有了DNA，只要流
浪人员的亲属采集过DNA信息，并上
传到寻亲数据库，寻亲的成功率就能
大大提高。“前几年出现的人脸比对技
术，让寻亲的效率更是大大提高。”丛
淑丽介绍，近几年市救助服务中心为
没有找到亲人的流浪人员都采集了面
部信息，并上传到寻亲系统。

“公安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
持和帮助，这次为两位流浪人员寻亲
成功，就是来自石家庄的杨杭林警官
帮助比对成功的。”丛淑丽告诉记者，
虽然大数据技术已经成熟，但真正通
过人脸比对来寻亲，并不是件简单的
工作。“很多流浪人员大多离家多年，
样貌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而且因为智
力残疾，样貌采集时也会出现不配合
的情况，导致人脸比对往往不会像想
象的那样顺利。”丛淑丽说。在人脸比
对过程中，系统会自动比对户籍数据
库中的人脸信息，给出相似度高的多
组数据。这个时候还要进行人工比
对，然后再让家属辨认。此次寻亲就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杨杭林警官发现
孙慧兰的身份信息线索后，立即联系
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该中心把孙慧
兰的近照传给她儿子辨认。最开始她
儿子认为不太像，直到通过视频连线，
孙慧兰的丈夫辨识出了她的声音，同
时，孙慧兰的弟弟在视频中看到姐姐
叫出自己的小名，这才最终寻亲成功。

家人走失你可以这样做

在与家人重逢之前，孙慧兰表现
得特别高兴，提前洗了脚，并告诉工作
人员下午就要回家了。在与儿子相见
之后，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一直没有分
开。“为流浪人员寻亲这份工作非常辛
苦，但看到他们与亲人重逢也特别有
成就感。”丛淑丽告诉记者。小丛工作
室利用“五维立体寻亲法”，发挥专业
化寻亲力量，联合公安部门、公益组
织，运用人脸识别、DNA比对、大数据
推送等技术手段，持续开展为流浪人
员寻亲工作。

“今年以来，已经帮助 15 名流浪
人员找到了亲人。”丛淑丽说，有了
DNA 和人脸比对技术，寻亲效率和
成功率越来越高。如果市民家中有
亲人走失该如何应对呢？丛淑丽建
议，首先家属应去派出所报案，并且
主动提出要采集血样录入DNA数据
库，“最好是采集多名家属的血样，这
样比对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另外，家
属还可以与当地救助机构联系，查询
走失的亲属有没有在全国的救助机
构出现过。

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提醒广大市
民，当您在路上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
可以告知或护送他们到市救助服务中
心寻求帮助，行动不便人员您可以拨
打 110，也可以联系辖区民政部门。
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 24 小时救助热
线：0532-84851591。

大数据成为帮流浪走
失人员寻亲的重要技术手
段，但技术的背后同样也
有爱心的守护。除了青岛
市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的努力之外，此次为两位
流浪人员寻亲成功，多亏
了杨杭林警官的帮助。记
者了解到，杨杭林是河北
省石家庄赵县公安局治安
管理大队的一名民警，“我
最早是从2010年开始帮助
走失人员寻亲。”杨杭林介
绍，十几年来，他通过人脸
比对的技术手段，帮助近
千人找到了家。

人脸比对的工作在杨
杭林看来是件辛苦活，更
是件技术活。他用一个多
月的时间将全国救助寻亲
网上的 2.4 万多名流浪走
失人员照片全部下载了下
来，然后利用人脸识别技
术与公安网上的户籍照片
进行逐个比对。“如果系统
比对能达到 99%以上相似
度，基本上就是比对成功，
我就会把线索移交给救助
部门。但很多时候相似度
只有90%多，就像这次孙慧
兰的照片，就会需要人工
比对，这就要凭借经验，仔
细比对面部信息。这个时
候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脸型、五官的形状，甚至一
条皱纹都可能成为重要信
息。”杨杭林说。

“妈，您还认识我吧，您这8年怎么都不回家？”10月12日，在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一对母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儿子是来自莱
阳的由先生，而妈妈孙慧兰（化名）是在8年前走失的，这次见面是母子8年来的第一次见面。在孙慧兰母子相见的同时，走失11年
的何常运（化名）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和姐姐见面。而他们的见面都是得益于最新的人脸比对技术，来自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的数
据显示，基于人脸比对和DNA比对等高科技技术，今年以来该中心已经成功为15位流浪人员找到了家人。

何常运（中）及家人与青岛市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合影。

走失多年的孙慧兰（右）与儿子、丈夫相见。

走失8年容颜已改

一声小名助她寻亲成功
市救助服务中心昨上演感人一幕：一对母子久别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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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背后
是爱心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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