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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温岭公安分局法医陆高升带头成立寻亲
小组。

2017 年-2021 年 台州市公安局主动对接民政部门，为
救助站滞留人员构建一人一档，通过技术手段帮助他们回家，
共帮助350多名流浪人员找到家人。

2019年2月 台州市第一起涉外寻亲案例——三门林龙
警官帮助荷兰女孩Lianne找到母亲。

2021 年 1 月 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
动”。11日，台州路桥柯伟力警官帮助吴天寻亲成功。

2021年2月 台州市选取椒江前所、临海古城、三门亭旁
三个派出所作为“团圆行动”大范围排摸工作试点。

2021年6月 为取得更大成效，台州市公安局印发《全市
公安机关“团圆行动”信息排摸工作方案》。为提升比对成效，
成立台州市刑事技术比对团队。

2021年8月 台州市作为典型在全省“团圆行动”视频推
进会上做交流发言。

2021 年 9 月 为方便群众采集血样，在台州全市设立11
个采血点。

2021年12月 台州市全年共帮助454户家庭团圆，战果
数列全省第一。

2022年9月 台州市第一起帮助无名烈士寻亲案例——
成功帮助南京高淳烈士刘金山确认身份。

2023 年 5 月 台州“团圆行动”做法获公安部肯定，并下
发文件在全国推广。 资料来源：台州市公安局

台州“团圆行动”概况台州“团圆行动”概况
链接

台州“团圆行动”帮助788名失散人员找到亲人

一家人团圆，是新年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金 晨 见习记者 张熙锦 通讯员 罗舒静

鞭 炮 声 中 ，一 句“ 爸 妈 ，我 回 来
啦！”穿透台州市黄岩区屿下村的狭窄
小巷，44 岁的商淑新拎着年货，与家人
共 度 相 认 后 的 第 一 个 春 节 ；临 海 福 利
院 ，与 家 人 失 散 22 年 的 流 浪 人 员 肖 光
明 通 过 视 频 电 话 见 到 亲 人 ，双 眼 突 然
有了光⋯⋯

这 个 春 节 ，记 者 见 证 了 特 殊 的 团
圆。引领他们穿越漫长寻亲路的，是来
自 台 州 市 公 安 局 的 一 位 位 警 官 。 自
2021 年公安部开展“团圆行动”以来，截
至 2023 年底，台州公安共帮助 788 名失
散人员找回亲属，团圆数量占全省近三
分之一，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其中，
失散时间最长的达 77 年，认亲年龄最大
的已经 102 岁。

寻亲警官从台州出发，寻亲范围从全
国到海外，从生者到逝者，甚至为无名烈士
找回姓名。近日，记者深入台州，探寻“团
圆行动”背后蕴藏的寻亲密码。

腊月廿五傍晚 6 时，屿下村家家户户
悬挂的红灯笼映出温暖的光。看着女儿
商淑新带着 12 岁的外孙从巷口走来，等
候在外的父母激动地迎了上去，紧紧拉
住他们的手：“总算到家了，听说山东下
雪了，这一路累不累啊？”怕大雪封路，商
淑新带着儿子提前一晚出发，辗转大巴
车、动车，跨越 1200 公里回家：“一点都
不 累 ，和 你 们 团 圆 就 是 新 年 最 大 的 幸
福。”

眼 前 这 一 幕 ，令 从 警 19 年 的 路 桥
法 医 柯 伟 力 感 慨 万 千 。 6 年 前 商 淑 新
开 始 寻 亲 ，4 年 无 果 ，于 是 向 寻 亲 圈 子
里小有名气的柯伟力求助。“仅仅过了
几 个 月 ，柯 警 官 就 在 DNA 数 据 库 里 比
对到了结果！”遇到来家回访的柯伟力
时 ，商 淑 新 提 了 一 个 请 求 ，“ 有 一 个 德
州 的 姐 妹 没 有 找 到 家 ，柯 警 官 你 能 帮
帮她吗？”

眼下，全国“团圆行动”步入第 4 年。
但柯伟力的寻亲之路已走过5年。记者辗
转台州各地，发现这里的寻亲工作均早早
起步，记录在册的已有8年之久，这为领跑
全省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时代的进步，DNA 检测技术的
应用走向成熟，不仅能做个体识别，而且
能够通过遗传关系比对进行亲缘鉴定，”
台州公安刑事技术与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李达表示，“2016 年前后，台州各地救助
站、寻亲者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纷纷向公
安求助。”

于是，法医义务帮人寻亲，成了特有的
“台州现象”。温岭法医陆高升至今还记
得，2016年，他第一次与无家可归的“无名
氏”四目相对时，对方黯淡的眼神深深刺痛
了他。那一刻，他便暗下决心，要送他们回
家！寻亲人的一句“有妈妈的城市，连空气
都是香的”，让柯伟力深受触动。“但凡有一
丝线索，我都要替他们找下去，找到山穷水
尽，求个柳暗花明。”起初在台州范围内帮
人寻亲，如今他的足迹遍布全国 30 多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

寻亲的队伍逐渐庞大。黄岩刑侦大队
民警翁燕敏钻研起人像比对技术，和同事
联合开发视觉图像平台，牵头打造警务视
觉图像工作室，发起“灯塔工程”公益寻亲
项目。三门刑侦大队民警林龙充分利用

“互联网+”和“警务大数据”等资源优势，
为远在荷兰的华裔姑娘找到了在三门的亲
生母亲。2017年，台州公安联合台州市民
政局在全省率先开展“回家行动”，通过提
取 DNA、指纹、拍摄照片等为流浪滞留人
员建立个人档案，3 年内帮助 350 多人寻
亲成功。

“寻亲工作不只是助人，也在抚慰我们
自己的心灵。”与其说义务寻亲，柯伟力更
愿意用“转型”形容改变，“随着社会治安的
进步，非正常死亡案件越来越少，”他笑称，

“用科技手段弥补历史遗憾，是我为自己找
到的转型之路。”

2021 年 1 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
行动”，这给“已经在路上”的台州公安更
多的激情和信心。“寻亲就像滚雪球，一
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只会越滚越大。”当
时，在寻亲界“出圈”的台州公安接到了
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求助信件，忙着送
检比对、沟通的李达开始重新审视这一
工作。

“还是要立足台州，逐户排摸寻亲需
求。”李达说，台州公安在全市设立11个寻
亲团圆采血点，在各个派出所常设“寻亲专
窗”，采集入库样本 1.2 万余条。他们还归
集各类社会寻亲组织数据，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寻亲基础数据库。“这意味着我们的基
础比对数据更加丰富，能帮助更多亲人团
圆。”李达解释道。

率先起步
法医寻亲成台州现象

寻亲，一头是寻找，需要从海量的信息
中抽丝剥茧，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一头是等
待，于寻亲者而言，他们只希望“快一点，再
快一点”。

矛盾如何平衡？如何打通人与人、寻亲
机构、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壁垒？在“团圆”路
上领跑的台州公安围绕“家找孩子、孩子找
家、帮人寻亲”三类寻亲需求，建起了寻亲数
字化平台。2023 年 6 月，“浙里回家”应用
在“浙里办”上线，这是全国通用的官方寻亲
公益平台。

记者走进路桥公安分局，鼠标键盘敲击
声此起彼伏。寻亲警官周钦源打开“浙里回
家”应用后台，不断跳动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28日，平台用户数已经有10918人，登记
事件总数790件，匹配成功43个。

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因为“浙里回
家”，与家人失联整整 33 年的莫忠意，终于
在春节来临之前找到了家人。

8 岁那年，得知自己被抱养的身世后，
莫忠意内心就埋下了寻亲的种子。2023
年 11 月下旬，在广东韶关蜗牛公益负责人
李杰祥的帮助下，莫忠意在“浙里回家”登
记了寻亲信息，并邮寄了 DNA 样本。通过
DNA 比对、结合人像分析，寻亲警官周钦
源将目标范围锁定在湖南省祁阳市附近的
村庄。得知这一消息，李杰祥立即向村庄
范围定向推送寻亲视频，很快就有认识的
村民在视频下方评论：“这个人有点像我们
村子的，有一户人家也是 30 多年前丢失了
儿子。”

按照留言线索，第二天，李杰祥便联

系上莫忠意的家人。“怎么可能，你们一定
是骗子！”电话那头，母亲孟阳娥不敢相
信。另一头，莫忠意得知自己的家乡就在
邻近的祁阳市，按捺不住急切的心连夜赶
了过去。看到母亲和弟弟的那一刻，他再
也忍不住泪水，孟阳娥激动得泪盈满眶：

“找了 30 年没结果，你们不到 24 小时就帮
我找到了！”

如今，寻亲者还能通过“浙里回家”平台
自主在线匹配。周钦源解释道:“我们开发
了人像比对功能，家长用当年失散孩子的照
片，可以和‘孩子找家’的寻亲者照片进行比
对，哪怕时间过去几十年，通过‘跨年龄人
像’比对，也能获得方向范围。”

翁燕敏在人脸识别方向的研究也迎来
新突破，不仅建立了数据采集、系统比对等
一整套寻亲标准化流程，还将主导开发的视
觉图像平台选代升级为多模态视觉图像平
台，让疑难图像技术和跨年龄人像比对成为
可能，和全省30多家救助站、福利院签订了
寻亲协议⋯⋯

“团圆行动”7 个月后，公安部认定台州
市“团圆行动”战果 58 条，组织认亲活动 39
场，均占浙江省总数近 39%，高居全省第
一。寻亲警官们没有停下来。“背后是更多
还没找到亲人的家庭。我们有技术、有手
段、有数据库，如果我们停了，他们去找谁？”

科技助力
升级团圆通关攻略

“团圆行动”集体认亲仪式上，台州公安收到一面面锦旗（资料照片）。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随着各地‘团圆行动’如火如荼开展，现在再找上我们
的，基本都是‘老大难’。”李达记得，2022 年 5 月，他们接到了
来自南京高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求助——为 77 年前牺牲
的无名烈士确认身份。

“这是一次穿越历史的寻找。”柯伟力接下了这个看似不
可能的挑战。他和团队成员驱车 500 多公里，来到谜题的起
点——双游村。1945年，“苏南抗日最后一战”东坝战役在高
淳打响，这里是其中一处交战激烈的战场。

柯伟力在迁坟后留下的土坑中不停用筛网翻筛，寻找遗骸。
尽管烈士遗骸风化严重、DNA点位部分缺失，但柯伟力没有放
弃，经过多次优化，最终在绿豆大小的遗骸中提取到了有效的
DNA信息。根据鉴定结果，烈士的身份指向了山东省刘氏家族。

“按照牺牲年龄计算，村里知道烈士姓名且还活着的人应
该不多了。”事不宜迟，柯伟力一行人又马不停蹄赶到枣庄市
永安镇寨子村实地走访，同刘氏家族成员沟通，查阅家族族
谱。历时 3 个多月，最终为无名烈士找回姓名“刘金山”。“感
谢你们一直守护着他。爷爷，晚辈来看你了。”刘金山烈士亲
属代表在烈士陵园墓前哽咽着说。

为游子寻根，也为历史正名。后来，台州公安还陆续帮助
15名逝者实现跨时空“团圆”。

不是每一次寻亲迎来的都是喜讯和希望，台州公安也见
过寻亲的B面。有人怕养父母伤心，只能偷偷寻找；有人因为
亲人不肯认自己，带着一抔故土独自回程⋯⋯柯伟力记得，帮
助从小被拐的小毛找到亲生母亲时，对方因婚姻变动组建了
新家，起初不愿意见儿子。“碰到类似情况，我总要劝说‘生时
嘴硬拒认，临终方知后悔’最后她还是认亲了。”

有时，找到家人并非寻亲的终点。当走失儿童小任找到
父母，但因福利医院救治抚养的费用，让父母很是为难。寻亲
警官多方奔走，医院主动减免了费用，并通过民政资助、农医

保报销等方式解决后续治疗难题；失忆者吴天尽管明确了
自己的身份，但因历史原因办不了户口，柯伟力跑到湖北
省公安厅为其解决了落户问题；绍兴寻亲家庭与儿子相
认后，因为意见不合总是发生争吵，李达和老母亲打了
两个多小时的电话耐心劝解。

“寻亲不止于‘找到’，更要聚焦重逢后的新生活，关
键在于如何做好寻亲的后半篇文章。我们要比他们再
多走一步，多想一步。”李达说。为解决二次遗弃和矛盾
纠纷等问题，台州公安建立了长效推进和后续回访机
制，同时联合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构建“1+X”协同联
动机制，为特殊寻亲家庭申请低保补助，提供救治帮扶。

寻亲之后，台州公安和团圆的家庭间也没有断联，互相
为对方做着许多有意义的“小事”。“叔叔，这是我们家自己做
的腊肉，过年了，让您尝尝，略表心意。”柯伟力收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年味快递。“自制的小礼物收下了，价值高的我们就退
回去”。2024年春节，寻亲警官回访了辖区内多户团圆家庭，
制作了《回家的路》小视频，记录这温暖的时刻，同时慰藉那些
还在寻亲路上的人们：“你们留在数据库里的DNA，就像一颗
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重逢的花朵。”

新年伊始，新挑战不期而遇。“我们又收到了一批无名烈
士寻亲的求助。”李达透露，由于烈士遗骸在岁月中尘封已久，
面临 DNA 提取难等多个难题，导致工作无法大规模展开。
今年，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科技公司合作，探索陈旧骸骨
检验新技术，期待能帮助更多无名烈士回家。李达表示，他们
不止破解历史上的寻亲难题，还为人员失踪案事件制定搜寻
标准。如今，台州公安失踪人员找回平均时长大幅缩短，效率
和找回率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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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山西的李增荣（左三)赶到江苏和兄妹蔡保
根、蔡和妹(左四、左一）团圆，并给寻亲警官发来照片，再
次表达感谢。

寻亲警官翁燕敏正在进
行人像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