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的老人，身上
也没有任何能表明身份的标识，该怎样帮
她找到家人？又需要多久才能把她送回
焦虑的家人身边？

“弹窗推送信息，最快 6 分钟！”今日头
条高级副总裁赵添自豪地说。今年 5 月
19 日，北京通州区救助站借助今日头条为
一位 70 岁的脑血栓患者寻找亲人，从推送
信息到联系上老人家属只花了 6 分钟，成
为头条寻人迄今为止最快的成功案例。

“这就是互联网+救助站的力量。”民
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感叹。

成功率近 40%

最近，今日头条的用户时不时会在本
地频道看到头条寻人的信息，大都是在用
户附近走失的老人。这是今日头条今年 2
月刚刚上线的纯公益项目“头条寻人”。

“为什么是老人，不是孩子呢？走失
儿童不是最常见吗？”

面对《经济日报》记者的问题，头条寻
人项目负责人徐一龙却说，这是一个由爱
心引发的“误会”。启动之初，头条寻人也
曾把关注点放在走失儿童身上，还曾经跟

“宝贝回家”项目合作过。但运作一段时
间后，他们发现在城市里儿童走失的案例
很少。农村地区虽然也存在部分儿童走
失的情况，但跟踪后发现大多其实是溺亡
或被拐骗，并不是真正的走失。

在后期的调研中，头条寻人项目组发
现老年人和失能、失智人群才是现实生活
中最容易走失的，也是救助站实际接收数
量最多的人群。尤其是随着我国老龄化
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愈发增多，这些失智老人极容易走失。

徐一龙估计，全国每天走失的老人在
300 名左右。而且老人普遍腿脚不好，行
动较慢，离走失地距离不会太远，很适合
今日头条基于地理位置的寻人推送。所
以，他也把今日头条的寻人项目称作老年
版的“宝贝回家”。

为了搜集信息，今日头条原本开通了
4 种寻亲通道：电话、邮箱、微信和微博。
在实施过程中，徐一龙发现部分走失人员
会由公安机关或热心群众护送至救助管
理机构，所以他们也尝试与北京、安徽、河
南等地的救助管理机构进行合作，形成了
一套较为顺畅的寻亲对接流程。

7 月初，民政部跟今日头条签订了合
作协议，以后全国 2041 个救助管理机构
在为救助人员提供寻亲服务时，只要在录
入信息时选择“推送到今日头条”，就能够
将信息一键推送到今日头条，再由他们向
用户精准推送。推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
是以发现走失人员的地点为轴心画地图，
向用户弹窗推送寻亲信息；二是以走失人
员的疑似家乡地点为轴心画地图弹窗推
送。“从接收到求助信息，到完成检验核
查，再到推送，通常只需 25 分钟。”徐一龙
基本满意这个速度。

目前，今日头条用户数量已达 5 亿人，
活跃用户超过 1.25 亿人，每个用户平均每
日使用今日头条的时长超过 62 分钟。庞
大的用户群体、超强的用户黏性，极大地
提高了帮助走失者成功寻亲的可能性。

上线不到半年，头条寻人先后在全国
各地成功帮助 62 位走失者找到家人，其中
有 19 名走失者是在与民政救助管理机构
的合作中找到的。“救助管理机构提供的
寻亲信息一共弹窗 49 条，找到 19 人，意味
着每弹窗不到 3 条就能找到 1 人，成功率
高达 38.7%。”赵添表示，这充分说明救助
管理机构与“互联网+”的合作协调机制取
得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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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 国 救 助 寻 亲 网 上 ，这 位 皮 肤 黝
黑、身穿橙色 T 恤的女子只有一张似乎躺
在地上的照片和这些简单信息。在这个
民政部搭建的公益性救助寻亲网上，还有
许多这样的“无名氏”在默默等待着家人。

2003 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临时救助
管理制度。截至 2015 年，全国共救助生
活无着人员约 2588 万人次，跨省份接送各
类受助人员约 113 万人次。

在日常的救助工作中，各地救助管理
机构每年都会救助大量疑似走失、被拐的
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和疑似精神障碍、
智力障碍人员。这些受助人员大多无法

提供准确的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救助
管理机构在为他们提供基本食宿等临时
救助服务的同时，还要帮他们寻找亲人。

通常，经初步问询未能确认身份的救
助人员，各地救助管理机构会在 24 小时内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适当形式发
布寻亲公告。今年 1 月 1 日，民政部上线
了全国救助寻亲网，走失人员家属可以通
过网站快速检索到全国各地发布的受助
人员寻亲信息。

同时，民政部门还与公安部合作，明
确公安机关要及时受理救助管理机构报
告的疑似走失、被遗弃、被拐卖的受助人
员报案信息。对无法查明身份的受助人
员，公安机关要免费采集受助人员 DNA
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并将比
对结果反馈至救助管理机构。

今 年 以 来 ，民 政 部 还 与 社 会 公 益 组
织、新闻媒体、互联网公司开展了多种新
型合作。他们与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
目合作宣传寻亲典型案例，还与腾讯等互
联网公司开展互助救助寻亲模式。与今
日头条的合作则是最新尝试。

依靠多元化的救助寻亲渠道，今年 1
至 6 月，全国救助寻亲网已发布寻求公告
2 万多条，报请公安机关采集 DNA 血样
5789 人次，帮助 1570 名受助人员成功寻
亲，并及时返回家庭。

甄别有难度

目前在我国，处理走失人员的工作程
序一般是先报警，因为警方有一个比较完
整的询问和查验机制，可以识别走失人员

的基本信息。如果实在找不到，警察会第
一时间将他们送到救助站。而民政部门
又通过自己的渠道，如全国寻亲救助网和
今日头条等帮助寻亲。

这种一级一级的程序相对比较完善，
且有章可循，有法律保障。特别是依靠技
术的力量，寻人寻亲成功概率大幅提高。
赵添表示，如果寻亲寻人一直不成功，信
息就会一直挂在头条栏里。

近期，今日头条就将上线寻人频道，
在客户端里增加“报失”键，方便社会公众
提供线索。但赵添也强调，公众提供的信
息准确率较低，甄别比较困难。徐一龙坦
承，特别是小孩和成年人走失情况会比较
复杂，所以他们要求公众在提供这两类线
索时必须要有报警信息。而且今日头条
还会跟当地公安机关核实，确认的确有报
警信息之后才会启动推送流程。

因为与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合作，头
条寻人信息的真实性基本可以得到保证，
而且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大都会有照片、
名字或联系方式等信息，也便于公众识
别。上线至今，他们推送的 1000 多例老
人走失信息中没有一例是假的。

“不过，从实践来看，报警才是处理走
失寻亲最权威最及时的方式。”王金华表
示，“应该通过法定途径、法定机构和官方
认可的途径来寻人寻亲。”

让 互 联 网 带 走 失 者 回 家

树林里，一具庞大的峨眉龙高抬起长长的
脖子，够食蕨类植物顶端的嫩枝。一具小小的
盐都龙，为了躲避肉食恐龙的威胁，钻到了峨眉
龙的肚子底下。不远处，凶猛的永川龙虎视眈
眈地直盯着峨眉龙，伺机把它作为美食⋯⋯

这是电影中的桥段？恭喜你，答错了。这
里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公园，23 条活灵活
现的恐龙、两只翼龙，还有一只坚喙蜥，通过不
同生态姿态的组合，再现了从三叠纪晚期到白
垩纪晚期不同时期恐龙世界的面貌。

炎炎夏日，不妨来北京自然博物馆体验一
场神秘的自然之旅。这里不是寓于山水之乐的
淳朴自然，而是科学的自然，奇妙的自然，展现
了在地球漫长演化的辽阔时空中，生命发生发
展的全景图。

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天桥地区，是国家一
级博物馆。展区共 4 层，设有以古生物、动物、
植物、人类等为主题的多个基本常设展，还有恐
龙世界、走进人体和水生生物等主题展。这些
展览以生物进化为主线，展示了生物多样性及
其与环境的关系。

探寻古生物的自然密码，可以先细细观赏
水生生物馆的《万古海洋生物长卷》巨幅全景
画。这幅巨画长达 20 多米，以连续场景表现了
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
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等贯穿地球 6 亿多
年标志性的海洋生物，演化历程一目了然。

之后，按图索骥，前往无脊椎动物的繁荣、
古爬行动物和古哺乳动物展厅，了解生物起源
和早期演化的进程，透过化石的印痕，穿越地质
生命的时空，可以触摸到遥远太古代的生命之
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上最早的氧气
是怎样从叠层石中冒出来的，也能亲手摸一摸
鸮头贝化石，感受远古生命的气息。

进入古爬行动物展厅，如同回归到了生物
界两亿多年前的场景。高大挑空的大厅中央，
展示的是恐龙骨架群。这里有中国人自己发掘
并研究的第一条恐龙——许氏禄丰龙，有体长
达 26 米的井研马门溪龙，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
沱江龙、展翅滑翔的翼龙等。

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哺乳动物得以复苏和
大发展。古哺乳动物厅展示了长鼻类、奇蹄类、
偶蹄类、食肉类、灵长类哺乳动物的演化历程。
这里有阶齿兽的复原图和骨骼标本，它是恐龙
绝灭后地球上同期最大的哺乳动物。还有庞大
的长鼻目象类家族，高大的黄河象和铲齿象霸
气十足，需要观众把头仰起来才能一览全貌。

观赏完古生物系列展，来到“动物—人类的
朋友”展厅，瞬间感觉穿越回到了现实。这里有
我们熟识的动物标本，毛皮莹润，栩栩如生。小
朋友们纷纷摆出各种小怪兽造型，与动物标本
合影留念。

最后，我们当然要关注人类自身。“人之由
来”展厅入口处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我们是
谁？我们从哪里来？”带着生命的追问走进展
厅，一睹人类进化的历史，对生命会有更多的敬
畏和感恩。这里有距今一两千万年前人类可能
的祖先——南方古猿代表，有从地猿到现代人
历经 700 万年间各个阶段的人类代表，还有这
些代表制作的石器和创造的文化艺术。

在“走进人体”展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
认识和了解自身。大量精美的图文和标本展示
出人体身躯和内部结构。人的诞生和发展是生
物进化史上质的飞跃和升华，我们登上了生物
进化史的最高顶点，又将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
展史的起点和前提。

结束自然博物馆的参观，很有“馆中觅半日，
世上亿万年”的慨叹。每一朵花的盛开和凋落，
每一种生命的诞生和延续，每一个生态的形成与
消亡，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和鬼斧神工。让我
们探索自然，热爱科学，以敬畏，以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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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亿万年
□ 张 双

☞ 庞大的用户群体、超强的用户黏性，极大地提高了帮助走失者成功寻亲的可能性

☞ 从实践来看，报警才是处理走失寻亲最权威最及时的方式

每一朵花的盛开和凋落，每一种

生命的诞生和延续，每一个生态的形

成与消亡，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和

鬼斧神工

□ 佘 颖

大 鱼 何 时 变 鲲 鹏 ？
□ 林紫晓

每一个把中国动画往前

推的人，哪怕一小步，都值得

我们敬佩

红灯笼，土楼连廊，青石板巷，旗袍装

束，朱红章印⋯⋯六年前，《大鱼海棠》以

一个满眼中式元素的样片捕获了大众的

关注，燃起了对国产动漫也对作品本身的

期待。如今，《大鱼海棠》上映了，毫无悬

念打破了国产动漫首日纪录，然而却给当

年的期待奉上了百感交集的观影体验。

这部影片把大家熟悉的中国神话元

素重新拆解、拼装，构造出一个瑰丽烂漫

的神灵世界。更可贵的是，影片画风细

腻，镜头唯美，细节处理精致。幽静的水

塘，翻涌的海天，高耸的远古巨木，让看

惯国产动漫静态背景的观众颇感震撼。

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加上唯美细腻

的动画制作，可以说《大鱼海棠》已经成

功了一大半。然而这样一个宏大奇幻的

神话世界里，展示的却是一个少女断片

式的爱苦别离的世俗故事。主角之间谈

论生命与爱情的幼稚台词更是数次引得

观众哄笑，破坏了观影体验。主线薄弱

之外，情节的逻辑漏洞比比皆是。比如

双头蛇的突兀出现，好像就是为了送走

爷爷；鼠婆子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回人间，

也没有交代清楚⋯⋯

一 个 浪 漫 主 义 的 架 空 世 界 里 ，需 要

丰 厚 的 故 事 和 镜 头 叠 加 来 塑 造 其 真 实

感。然而影片却是“我讲我的故事，你要

跟上节奏”，怎会让观众信服？剧本的不

成熟导致抒情泛滥、叙事生硬，白白浪费

了好题材好画风。首映至今，各种负面

评论不断。

重 新 回 顾《大 鱼 海 棠》的 前 世 今 生 ，

影 片 从 构 思 到 公 映 用 了 长 达 12 年 的 时

间。此间数度传出剧本难产、推翻修改、

资金匮乏、档期跳票等传闻，也例证了中

国动画电影工业的脆弱。

即 便 如 此 ，《大 鱼 海 棠》还 是 诞 生

了。12 年里，2 位核心主创不离不弃，那

些如同梦境一般的镜头，也不是内心对

动 画 没 有 热 爱 的 人 可 以 做 出 来 的 。 所

以，与其严苛地把《大鱼海棠》当成中国

版《千与千寻》，不如承认这只是一部有

瑕疵的创新之作。

自《宝 莲 灯》之 后 ，中 国 动 画 电 影 为

人称道的作品依旧不多。去年的《大圣

归来》燃起了动漫迷们对国产动画的热

望，这种热望在《大鱼海棠》来临之际到

达了顶点。对于尚未建立起完整工业体

系和产业链的中国动漫，观众呼唤尽快

出现我们自己的迪斯尼、宫崎骏显然是

不切实际的。中国人在动画这条道路上

的经验依旧有限，因此，每一个把中国动

画往前推的人，哪怕一小步，都值得我们

敬佩。

《大鱼海棠》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元

素、优秀的制作和细腻的画风，对国人具

有强大吸引力；也让我们清醒所有这些

都 无 法 弥 补 剧 本 的 拙 劣 、叙 事 的 生 硬 。

单靠情怀与梦想终究无法呵护中国动画

这条大鱼蜕变成鲲鹏，脚踏实地讲好中

国故事，才是对观众、对中国动画最大的

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