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残扶困 17 年，温情善举 3000 件。军人本
色，无私奉献。他是旷野上挺拔的白杨，把残缺都守
望成了圆满⋯⋯”这是评委会授予“感动中原”十大
年度人物王留杰的颁奖词。

他 32 岁，却有 17 年的学雷锋助残经历；他的工
资并不高，却几乎每月都拿出一半多去资助残疾人；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助残志愿者基地”，已有 500 多
人参与其中，帮助了 50 多名残疾人。面对记者，身
为济南军区驻豫某部队 19 分队管理员的王留杰朴
实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从“助残小组”到“学雷锋小组”

王留杰是河南项城市官会镇人，他与残疾人结
缘是从 17 年前在项城市官会镇中学上学时开始
的。1997 年，官会镇中心小学二年级的女孩王丹丹
因患上小儿麻痹症，家中无人接送，面临失学。听说
此事后，15 岁的王留杰主动背王丹丹上下学。王留
杰的爱心感动了班里其他几位同学，不久，又有 6 名
同学陆续加入到了接送王丹丹上下学的行列。一支
以王留杰名字命名的“王留杰助残小组”在学校宣布
成立。他们背王丹丹上下学，一背就是 3年。

2001 年 12 月，王留杰穿上绿军装，应征入伍到
驻安阳某部通信营。他胸怀大爱，走进军营后助残
热情更炽。

当兵第二年，王留杰从媒体得知驻地一位双下
肢残疾的刘红花大妈生活十分艰难，就千方百计主
动与她建立帮扶关系。“当时，刘大妈瘫痪在床，和刚
上初中的女儿相依为命，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每
月 200 元的低保金。”王留杰回忆说。从此，周末一
有时间，王留杰就去帮刘红花打扫卫生、买药买
粮⋯⋯一次，王留杰休假，刚到老家，就听说刘红花
生病住院了，他连夜乘火车赶到医院陪护刘红花十
多天。出院时，刘红花眼含热泪说：“小杰，你比亲儿
子还亲哩！”

2003 年，以王留杰名字命名的“王留杰学雷锋
小组”成立，王留杰和战友坚持资助、帮扶残疾学生、
老人和贫困家庭，并经常利用节假日到安阳的福利
院、敬老院、慈善总会义务劳动，看望慰问革命老前
辈和孤寡老人。

帮人就是帮己，爱别人就是爱自己

2007 年 8 月，部队驻地的小学生孙斌因难以接
受双臂截肢的残酷现实，产生了轻生念头，曾连续 3
天不吃不喝；小学生刘惠佳因手术后遗症，行走不
便，整天郁郁寡欢。得知他们的情况后，王留杰主动
跟他们交朋友，讲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故事，并利用节
假日陪他们看电影、玩游戏，带他们到营区和官兵交
流⋯⋯在真情的感化和激励下，孙斌和刘惠佳从阴
影中走了出来。

“这些不算啥，帮人等于帮己，爱别人其实就是
爱自己！”对自己爱心助残的坚守和执著，王留杰给
出了这样的注解。

2008 年 5 月，市残联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助残
志愿者基地”，王留杰所在分队脱颖而出，最终“助残
志愿者基地”落户军营。

2012 年 8 月，“王留杰学雷锋小组”成员、下士
关仁全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看到当地孩子连最
基本的铅笔、尺子等学习用品都严重缺乏时，他和几
名战友发起了捐助活动，为南苏丹孩子送去了 300
多支铅笔和 100多个书包。

2013 年初，安阳残疾教师关绿飞不幸罹患肺
癌。王留杰得知后发起捐助倡议，500 余名官兵通
过各种渠道与关绿飞取得联系，短短 1 周为他募集
善款近万元。

17 年来，王留杰把奉献爱心当作一种价值追
求，先后做好事 3000 余件，帮助 50 多名残疾人走出
困境，用无私真情走出了一条“爱心之路”。他先后
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4 次；2014 年 5 月，被授予

“全国助残先进个人”；今年 2 月，作为济南军区拥政
爱民模范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济南军区驻豫某部队 19分队
管理员王留杰：

永葆子弟兵本色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吴建成

王留杰和孩子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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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所长吗？我们村里停电了，请快
来解决！”⋯⋯一边忙着接听电话，一边有
条不紊地派工，稍有重要情况，则火速带队
赶往，一身蓝色工装，短短的头发，忙进忙
出——这是广东电网英德供电局浛洸供电
所所长刘来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作为中
国南方电网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女所长，49
岁的她，默默坚守基层一线 30 年，被浛洸
镇四里八乡的群众称赞为“贴心人”。

创先路上“铁娘子”

每台变压器损失电量多少？每个线路
有何问题？每个线路的开关在哪里？刘来
仙都一清二楚。“要做好供电服务，首先得
摸清家底。”2009 年，刘来仙出任浛洸供电
所所长，首要任务就是把基层工作做实。

浛洸镇地处粤北山区，浛洸供电所管
辖着面积 240 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地带的
1281 公里供电线路，负责 2.3 万户居民的
低压供电。只有 30 多人的浛洸供电所，每
天都处于紧张状态。长期以来，为客户装
表都是男人的活。营业班的梁展文说，“刘
来仙打破了这一惯例，亲自教女员工打冲
击钻、装表，现在所里的同志都会了。”

哪里有险情，哪里有难题，哪里有艰苦
的活儿，哪里就有刘来仙的身影。梁展文向
记者介绍说，“多次现场紧急抢修，持续了几
天几夜，男同事们常常在附近找块空地轮流

小憩，每次在一线指挥的刘来仙，实在困了，
就像男同事一样，找个地倒头而睡，根本不
介意大伙私下笑她‘性别模糊’。”

职工身边主心骨

“关键时刻，她是大伙的主心骨。只要
她一到现场，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同事
邓金莲告诉记者。

刘来仙不穿裙子，一身工装是她的
习惯。“电似火，急如命。随身着工装，一来
可随时待命，第一时间到任务现场；二来可
遮掩工装裤下的许多伤痕，这多半是在巡
线或抢修中留下的。”同事们后来才知道了
刘来仙的“小秘密”。

2013 年 8 月 16 日，受台风影响，英德
市遭遇 50 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受灾最严重
的浛洸镇全面被淹，全镇停电。这次抢修
进行了 3 天 3 夜，刘来仙与抢修人员一直
奋战在现场。维修班的郑华冰对这次水灾

印象深刻，“当时我负责的片区用户电表全
部被淹，1600 台电表都要重装，我都急哭
了。刘所长很镇定地安慰我，‘别担心，我
们一起来努力’。我当时心里就有底了，她
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百姓用电贴心人

“刘所长人随和，工作又认真，有问题
马上就给解决。”新田村村民吴基海说，“每
次有用电问题，我都直接打她的手机。只
要电话响起，刘来仙马上就接，从不耽误。”

2011 年除夕夜 18 时 30 分，刘来仙突
然接到大塘等数村村民打来的报障电话。
她一边通知人员抢修，一边冒着寒风细雨，
独自开了十几公里的摩托车率先赶到现
场。“马上停止线路送电。”看到冒着浓烟、
箱体已经烧黑变形的变压器，刘来仙倒吸
了一口凉气。接着，她与赶来抢修的同事
马不停蹄地拆除烧坏的变压器，调运安装

新变压器。新变压器有 1 吨多重，可是村
里的泥路又窄又滑，没法用车载进去。刘
来仙就在寒风中带领大家，用冻僵的双手，
硬生生将笨重光滑的变压器一步一步抬了
进去。安装完毕时，他们已迎来新年的曙
光。通电后，数十位村民不约而同地出现
在村口，目送抢修人员离开。

去年国庆节，正值蔬菜收购高峰期。
晚上 9 点，一家果菜合作社的冷库突然停
电，储存的 200 多吨蔬菜眼看就要腐烂。
刘来仙接到报告后，带领员工紧急抢修，持
续奋战到次日凌晨 4 点，终于恢复供电，为
合作社成功避免了近 50万元的经济损失。

“你随便‘种’（电线杆），我们都同意。”
英德供电局副局长陈方亚感慨地说，“现在
不少农村，要是树根电线杆占地，往往要费
尽周折，而在浛洸镇，这几乎不用费口舌。”

“你跟群众贴了心，群众就跟你贴心。”
这就是刘来仙的“独门秘籍”。

广东英德供电局浛洸供电所所长刘来仙：

铁 打 的“ 贴 心 人 ”
本报记者 张建军

8 月 10 日，记者来到上海欧计斯软件
有限公司采访，这家只有 100 多人的高科
技小企业研制开发成功的智能静脉认证
装置，比手持 POS 机大不了多少，却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自主研发，坚持打造
世界顶级技术

随着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愈发重要。但
无论是密码还是智能 IC 卡，都有被破解、
被复制或者被偷盗的风险。于是，人们将
视线转向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使用
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最早起步的是指
纹识别技术，但对环境要求高，对手指湿
度、清洁度敏感，容易仿冒等，成为该技术
一道道迈不过去的坎。经过不懈创新，现
在，人们启用了比“刷脸”、“刷虹膜”更便
利、精准的指静脉识别，即利用手指内的
静脉分布图像来进行身份识别。

据欧计斯开发部部长邵猛介绍，数据
显示，目前社会上应用比较广泛的指纹、
面部识别的误识率分别约为 0.001%和
1.3%，静脉识别和虹膜识别的误识率均仅
有 0.0001%。而静脉识别之所以有那么
高的精确度，是因为人体内部静脉的生物
特征比指纹、面部这些表面的生物特征更
为复杂，而且不容易受光线变化等外部影
响。欧计斯的静脉认证技术误识率控制
在 0.000005%，远低于市场上静脉识别技
术的平均误识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早在 1997 年，日本和韩国就已推出
静脉识别产品，目前被广泛应用在公共领
域的认证设备上。国内对静脉识别技术
的研究较晚，2004 年后才开始，并没能开
展产品化。因此，在欧计斯的产品出现
前，国内市场上的静脉识别产品都是进口
产品，价格奇高不说，对国家信息安全也
带来隐患。

今年 4 月，欧计斯研制成功的第三代
智能静脉认证装置刚刚面市，日本羽田国
际机场便采购了一批，用于其内部安全管
理。最早涉足该领域的佼佼者日立和富
士通都是日本本土品牌，能够让羽田机场
接受一个中国小企业的新产品，可以想象
欧计斯的产品有着怎样过硬的竞争力，才
打开了通向海外市场的大门。现在，新加
坡、缅甸的机场，以及国内一些对安全要
求高的银行和大企业也纷纷前来和欧计
斯洽谈合作，就连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组
委会也闻讯赶来和代理商洽谈。欧计斯
董事长兼总经理许炎说，“我们瞄准的不
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而是如何打造中国自
主研发、达到世界顶级水平的技术，这值
得我们花很多精力去做好。”

不忘初心，开拓安全
认证广阔市场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许炎在日本大阪
大学毕业后，在富士通研究所任职研究
员。2001 年，怀揣着回国创业的热情，他
在大连创办了通华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2007 年又回到家乡上海，在长宁区慧谷
白猫科技园创办了欧计斯。两家公司均
从事系统集成、软件定制以及软件外包的
开发。许炎说，他们很幸运，即使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企业生存也不成
问题。他不忘创业初心，“两家公司一直
坚持自主研发，不仅是纯软件开发，还坚
持做一些产品的开发。到现在，指静脉认
证产品可以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为何能坚持下来？许炎说，“指静脉
认证产品最好的技术来自日本，但日本企

业似乎并不太看好这个市场，我感觉信息
安全产品在国内外都应该有市场，就坚持
下来了。我们也尝试做过无线射频标签，
做过其他手持智能终端，但真正打开海外
市场的是指静脉认证产品。”

被许炎笑称“很土”的第一代立式静
脉认证装置于 2007 年出品，外观有点像
银行、邮局等的大堂取号机。到现在，欧
计斯的前台还“站”着一台第一代产品用
于职工打卡：将手指伸进一个小孔，不到 2
秒钟就“过”一个。“刷的不是指纹，是手指
表皮下的静脉分布及血液流动。”邵猛
说。“静脉分布及血液流动”意味着能“过”
的不仅是“唯一”的那个人，还得是活生生
的人，想弄个指模来闯关？没门。

医学研究证明，手指静脉的形状具有
唯一性和稳定性，健康成年人的静脉形状
不再发生变化，孩子则需要隔一段时间去
后台登录一次。按照登录时的特别约定，
如果被识别人受到胁迫，只要换个手指进
行识别，门照样能打开，但异常报警信号
也同时发出，连通安保或“110”，能为家人
多一份安全保障。考虑到安全要求特别
高的企业对于尾随者的担心，还可以设置
两道门，确认前后进入的是同一个人即
可。可以这么说，所有需要鉴别个人身份
的领域，都可以应用指静脉认证产品，这
将是一个广阔的市场。

攻坚克难，不断推陈
出新

2007 年，第一代立式静脉认证装置
一经推出，销售很好，连当时上海第一
高楼环球金融中心都选用其进行安全管
理。但在许炎眼里，这个产品“很大很
土”，外观不时尚，成本相对高。电脑小
型化后，2010 年，欧计斯将目标锁定国
内市场，推出了第二代挂式静脉认证装
置。出乎意料的是，本以为销售前景良
好的新产品却遭退回。“散热问题没有解
决好，废掉了，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许炎说。

冷静之后，研发团队理清了思路：要
提高目标锁定海外市场，从性能到外观都
要超过日本同类产品，解决二代机存在的
问题。许炎说，“软件研发并不那么难，难

就难在硬件上，既要精度高、性能好，抗电
磁干扰、散热好、时尚，还要经得起国外第
三方的严格检测，我们是拼了命地做研
发。”例如，产品定位为工业级，就要选用
工业级 CPU，及嵌入式 Linux 作为 OS 系
统；但要采用流行的智能手机设计，显示
屏等生产厂家却并不提供支持 Linux 的
驱动程序。面对创新难题，团队选择了迎
难而上。硬件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昼夜
奋战，根据仅有的一点点资料，反复摸索、
测试研究，终于将“拦路虎”变成了“纸老
虎”。当测试成功的那一刻，这帮年轻人
不禁大声欢呼，又蹦又跳。

再如，产品需要防水，要严格密闭，虽
然采用了低发热的 CPU 等器件，但还是
出现积累的热量散发不出去的问题。工
程师们找了大量关于散热设计的资料进
行研究，同时邀来日本专家现场指导。最
终，在设备内部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烟
囱”，做出了一个没有风扇的自然散热通
道，成功解决了散热的大难题。

此外，在工业设计院的帮助设计下，
第三代智能静脉认证装置外观“瘦身”到
只 有 19 厘 米 高 ，一 只 手 就 可 以 轻 松 拿
起。银色框架，黑色主体，新三代有着酷
酷的现代感，让人“一见倾心”。可没想到
的是，日本客户测试后，需要修改的难题
仍在等着研发团队。工程师们又进行了
千百次尝试，足足“憋”了两三个月，才从
元器件里找到症结，通过了测试。“修改过
程非常痛苦，日本方面的测试特别严，帮
我们测出了很多问题，便于我们提高性
能。现在，我们在日本市场的业绩增长很
快。”许炎说。

突出重围，广拓开发
应用的互联网之路

从最初的门禁应用，到进入社保、医
疗、校园、金融、社区等领域，欧计斯研发
的具有高防伪性的第二代生物识别技术
正在像念出“芝麻开门”口令一样，打开更
多安全应用领域的“门”。有专家说，指静
脉认证识别或将全面取代“刷脸支付”，成
为最安全靠谱的支付方式。

记者问许炎是否担心产品被复制，他
说，“这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我们正在申请

专利。IT 行业的产品几乎没有什么是复
制不了的，与其考虑怎么不让别人复制，还
不如考虑怎么走在这个领域的最前端，把
产品做得更好，把市场开拓得更广。”许炎
告诉记者，4 月上市的智能静脉认证装置
已销售了 100 台左右，今年有望销售 500
台。下一个版本的智能静脉认证装置已经
在研制，很多新的功能会被开发出来，明年
就会推出。虽然目前大部分产品会销往国
外，但欧计斯也会不断发掘国内新的应用
领域。例如，他们已在和政府部门探讨合
作可能，将指静脉认证技术应用于社保管
理，杜绝养老金冒领等情况。欧计斯的网
络工程师王俊告诉记者，“我们不会局限于
某个领域，还会预留拓展空间，将其应用到
智慧家居上，用于控制门窗、空调、保险箱
开关，煤气、烟雾报警等。”

许炎一直强调，欧计斯做的不是一个
简单的终端，正在走一条开拓应用的互联
网之路，“当我们的智能静脉认证系统实
现更大规模的产业化之后，将填补国内指
静脉认证产品空白，使得国产静脉认证识
别产品在居家、社保、医疗、金融等更多领
域实现广泛应用，给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上一道‘安全之锁’”。

许炎告诉记者，着眼更长远发展，公
司正在积极利用上海加快建设科创中心
22 条意见，更好地储备人才，吸引更多优
秀研发人才留下或回到上海加入企业创
新团队，同时定期输送优秀人才赴国外学
习取经。“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要在日新
月异的技术领域依靠完全的自主创新突
出重围，没有人才将一事无成。”许炎郑重
地说。

上海欧计斯软件有限公司——

“刷手指”刷向世界顶级水平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图②、③ 欧计斯开发部部长邵猛正在演示第三代智能静脉装置。 本报记者 沈则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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