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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好採訪的那一天，長沙縣驟然升溫十幾度，一瞬間便從春
天進入了夏天。52歲的警官王曙的着裝依舊一絲不苟，談吐

間透露着身為星沙派出所教導員的儒雅，又不乏身為警務人員的幹
練，頭頂的絲絲白髮鐫刻着歲月，也書寫着過往。

利用公安大數據比對
王曙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比對照片幫人尋親，其實是無心插柳
之舉。一般能夠通過自身描述確認身份的流浪人員，警務人員都會
第一時間幫助其回家，而因精神或身體上有缺陷導致無法確認身份
的，則會移交至當地救助站，到這一步，警察的工作就已經完成
了。
2018年元旦，星沙救助站的工作人員王孟光發來求助信息，有一

位名叫劉長元的流浪人員，從2013年起便因重病收治於星沙救助
站，最近突然透露出一點身份信息，想通過王曙的幫助看看是否可
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王曙根據流浪人員的口音和相貌，通過公安
大數據平台進行大量人像比對，最終幫助劉長元順利地回到了家
鄉，而得到家人悉心照料的劉長元也慢慢恢復了健康。這樣一個微
小而溫暖的故事，自此也改變了王曙。

與救助站合作尋親
因縣救助站經常接收到類似流浪人員，又經常向王曙求助，於是
他便與縣救助站合作開展尋親工作，成為了一名公益尋人志願者。
從那時開始，王曙每天利用業餘時間開展尋親工作，並將人像識別
擴大到全國範圍，對受助人員提供的碎片信息進行分析，從中尋找
蛛絲馬跡，幫他們尋找失散多年的親人。

王曙是星沙派出所的教導員，平
時除了隊伍管理之外，他還肩負着
為年輕幹警答疑解惑的重任，時不
時還會有一線民警來向他核實各類
身份信息。業餘時間，只要不影響
本職工作，他的身份就從民警化身
「尋親神探」。他加入了數十個與
尋親有關的微信群、QQ群，泡在
這些群和相關論壇裏，比對信息、
核實尋親資料、回覆求助者信息，
王曙說：「每次看到流浪人員無助
又帶着渴望的眼神，讓我感受到作
為一名人民警察的社會責任所
在。」

在不斷幫助走失人員找到家人的過程中，王曙潛心鑽研人像比對技
巧，摸索出一套高效、快捷的「識人」方法。王曙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介紹，救助站將照片和模糊信息提供過來之後，第一步是從數據庫利
用算法初步篩選，第二步是肉眼進行照片的比對，第三步縮小範圍後
到戶籍後台進行信息覆核，第四步則是建檔反饋，最快的一次只需要
8分鐘便可以完成「一單」。
王曙對自己這一套獨有的方法十分自豪，但他也坦言，不是每次都
如此順利，「隨着科技的發展，大數據比對越來越發達，但諸如美顏
相機等新興科技反而幫倒忙，往往會將痣、胎記、疤痕等關鍵信息給
修飾掉了，增大了比對難度。再加上數據庫裏有些照片年代久遠，偏
差較大，用時最長的一次比對了四個小時，看得雙眼通紅，酸脹不
已。」

冀更多人加入尋親隊伍
王曙坦言因為職級不夠，目前他的權限有限，人像比對也只能查到

湖南、廣東、廣西、江西、河南五省，「希望領導可以特事特辦，根
據特殊情況對我開放更高的權限，這樣我就可以幫助到更多需要幫
助的人了。」在他看來，60,000餘張照片，只尋到3,000多人，是遠
遠不夠的，談話間略有惋惜之意。他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投身尋親
這項十分有意義的公益項目中來。

29 歲的福建莆田男子曾煌
華，從小父親就在監獄，母親為
了養活他常年在外打工，由姥
姥、姥爺帶大。8歲那年，他被
鄰居拐賣到了一個陌生的小島，
多次逃離都因人生地不熟而被
抓。終於有一次他趁買主不注
意，溜上班車逃離了「苦海」。

央視授匾 名聲大噪
13歲的他從此踏上了流浪之

旅，去過上海、山西、湖南等十
多個省，做過服務員、廚師，總
之什麼能賺錢他就幹什麼，勉強
能維持溫飽。17歲那年回到貴州

老家，但因變化太大，尋親失
敗。他沒有灰心，求助了央視
《等着我》公益尋親欄目。欄目
組了解到他的情況後，將他的信
息發送到全國多個尋親網和尋親
群。
王曙看到信息後第一時間伸出

援手，開展人像比對分析。功夫
不負有心人，王曙發現一名疑似
對象與曾煌華的容貌高度吻合，
後經過DNA鑒定，曾煌華終於
找到失散 21 年的母親，央視
《等着我》欄目組也邀請王曙到
現場共同見證了這對母子的重
聚，並授予CCTV《等着我》公
益尋人欄目組王曙工作室的牌
匾。
授匾之後的王曙名聲大噪，尋

親事業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從
2019年12月開始，平均每個月
都會完成一兩百例尋親，連過年
都沒閒着。回憶起近兩年的工作
狀態，王曙笑道：「我連唯一的
愛好——跑步都已經戒掉了，現
在每天早上6點半到單位，晚上
10點回家，雷打不動。」

「像這類戶口登記時隨便填的名字，
在信息比對的過程中會造成很多誤區，給
尋親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王曙指着信

息庫上「鍾六月女」幾個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這一次的尋親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今年2月28日，一名自稱名叫鍾迎香的女人慕名而
來，希望王曙能夠幫忙尋找她失散16年的親人。陪同
她一塊前來的丈夫肖從宣告訴王曙，16年前，他在永州
市寧遠縣遇見了正在撿垃圾吃的鍾迎香。此時的他前妻
已過世，見她一人在外流浪，智力又有障礙，便好心將
她帶回家，這一照顧，就是16年。
「這幾年，她總嚷着要找家人，半夜躲在被子裏哭，

我也跟着哭。」因為想家，鍾迎香常常偷偷哭泣，讓肖
從宣很是心疼。再加上年紀大了，沒有戶口辦不了醫
保，肖從宣決定幫妻子尋找家人。

從環境描述中精確定位
根據鍾迎香提供的「長沙人」、「家住太平
村」等有限的信息，肖從宣和兒子曾前
往長沙尋親數次，但尋遍長沙周邊
市縣均沒有結果。今年春節過
後，肖從宣和鍾迎香經人引薦找
到了「尋親神探」王曙。
一番交流後，王曙通過口音斷

定她不是長沙人，而根據其描述家鄉環境，應該是丘陵
地貌，很有可能是江西湖北一帶。通過擴大搜索範圍比
對人像，王曙在外省系統中匹配到了多名與鍾迎香面部
特徵相似度較高的人像，其中，一名叫「鍾六月女」的
家庭成員情況與鍾迎香所描述的「父親患重病，有弟弟
妹妹」等情況高度吻合，再一看地址，王曙會心一笑，
戶籍信息顯示，「鍾六月女」的家庭住址在江西省贛州
市安遠縣長沙鄉光明村太平組，但戶口已於2020年8月
註銷。
「長沙」、「太平」這些信息點都對應上了。為確保

無誤，王曙趕赴江西進一步核實，當地確實有一戶鍾姓
人家有個大女兒，2005年同丈夫外出打工後走失。最後
通過DNA鑒定，結果顯示，鍾迎香就是「鍾六月女」。
3月25日，走失十六年的鍾迎香終於與家人團聚。

今年的「除夕送溫暖」救助行動中，王曙收到尋親網工作人員
發來的郵件，此前晉江市救助站曾將一批流浪人員的照片發到了
尋親網上，網站工作人員希望王曙可以幫忙開展人像比對。

一顆痣帶出23年前命案
在比對過程中，一名自述為「唐全章」的流浪人員引起了王曙
的注意，全國失蹤人口庫查無此人，常住人口信息庫也沒有此人
的消息。從警多年的王曙產生了警覺，他特意翻看了公安部逃犯通
緝庫，「經過系統比對查詢，我發現這個人和一個叫做『唐廷璋』的
逃犯比較相似。」通過王曙縝密的比對，發現「兩張人像在同一部位都有一
顆痣，整個五官和臉部輪廓，包括臉上的鬚髮走勢都高度相似」，於是當即聯繫晉江市救助
站工作人員，仔細詢問此人的口音、體貌特徵等信息後，王曙更加相信了自己的判斷，尋親
變成了追逃，長沙警方跨越千里，將其押解回湘。
1998年，時年47歲的唐廷璋夥同向波、宋清平兩人，在張家界市慈利縣謀殺一名的
士司機後，搶奪車輛逃離了現場。事發後同夥悉數落網，唐廷璋卻僥倖逃走，從此，
他開始了長達23年隱姓埋名、背井離鄉的逃亡生活。身負命案的他每天都如履薄
冰，先後輾轉多地，一個月前剛到福建晉江，成了當地一名流浪人員，本以為過去
這麼多年，身份已經「洗白」，沒成想卻被當地的「除夕送溫暖」救助行動給揪了出
來。

尋親路上 命犯歸案

根據口音判定區域
失散十六年女子找到家

識人自成體系 最快8分鐘

犧牲愛好「沉迷」找人

在湖南長沙縣公安局星沙派出所民警王曙的電腦

裏，存放着3,120張人像照片，這些照片的背後都有一

個尋親的感人故事。他們都是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流浪

人員，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精神上或身體的缺陷，無

法通過自身描述確認身份，最久的已經在外流浪50多

年。而3年多來，王曙通過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幫這

些無法確認身份的流浪人員在龐大的數據庫中與

60,000多張照片進行一一比對，並進一步核查身份，

在他的幫助下，這3,120人最終都回到了親人的身邊，

其中有失蹤50餘年的「已註銷」人口，當然也有潛逃

數十年的命案兇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河北衡水救助站感謝王曙幫助尋親河北衡水救助站感謝王曙幫助尋親。。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曙（左）參加央視《等着
我》節目錄製。 受訪者供圖

●●王曙通過人像比對王曙通過人像比對，，讓在逃多年的殺人犯歸案
讓在逃多年的殺人犯歸案。。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業餘時間，只要不影響本職
工作，王曙就化身「尋親神
探」。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攝

●3年多來，
王曙比對了
60,000 多張
照片，幫助
了3,120人回
到 親 人 身
邊。
香港文匯報
記者姚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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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失散16年的鍾迎香（右五）終於尋得親人。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