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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云，生于 1967 年 12 月，现任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中心博士生导

师、纪检监察大数据课题组长，研究方向为空间大

数据分析、电商大数据分析、纪检大数据分析、智

能搜索引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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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 讯 员 朱凡煜 问 炀

周日清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科院计算所）的大楼十分安静，该所计

算机应用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金云不到 8

点就坐在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但方金云眼里并非只有工作，做羹汤是他的

爱好之一。“我家里有两个宝，大宝是我爱人，二

宝是我女儿。”方金云有些骄傲，每次只要他下

厨，饭菜必定被吃得精光。

方金云还喜欢写诗。走路、坐地铁或在公园

漫步，一想到好句子，就立马记下来，这被他称为

“在生活中寻找那灵机一动”。

这样的人，很难跟“腐败”挂上钩。在中科院计

算所，方金云研究的是海量空间信息处理技术。但

实际上，过去5年，他一直低调地做一件事——与地

方纪委合作打造大数据反腐系统，从碎片化的电子

政务大数据中发现疑似腐败问题的线索。

大数据监督平台建立后，辽宁省沈阳市纪检

监察部门一天就能用它筛查出 8万余条线索。从

数量来看，工作效率提升了约 3000 倍。如今，大

数据监督平台已成沈阳市纪检监察工作的最强

利器。

利器的锻造人，正是方金云。

2011年，方金云开始进行大数据反腐方面的

理论研究。不久后，他便得到一个实战机会——

协助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纪委打造“互联网+监

督”平台，监督民生资金去向。

受此启发，沈阳市纪委也开始打造大数据

监督平台，由方金云担任技术负责人。他的主

要工作是采集分析数据、构建模型、发现腐败线

索，然后向相关部门提供监察建议，由地方纪委

督促整改。

方金云团队主要运用 5 种方法：关系图谱分

析法、数据叠加分析法、数据规则分析法、数据碰

撞分析法、行政痕迹分析法。截至目前，他们共

研发出 313种算法、超 290个模型，用其可发现 10

多种腐败现象。

他 们 曾 对 几 十 名 行 贿 人 进 行 特 征 分 析

并 建 立 模 型 。 运 用 该 模 型 后 ，他 们 在 3 个 区

县 发 现 6000 多 人 符 合 行 贿 人 特 征 ，其 中 高

度 契 合 的 有 400 余 人 ，为 当 地 纪 委 提 供 了 大

量 线 索 。

“监督是一束光，照亮社会的暗角。”方金云

认为，大数据监督是“第五种监督形态”，也是一

种更长效的监督形式。

从麻阳转战沈阳，大数据监督平台的应用从

民生资金领域逐渐扩展到工程、社保、医保等领

域，方金云所要面对的事情也因此变得更复杂。

在构建模型时，他的团队需要与不同部门打交

道，作为技术人员，对党政业务不熟，就要从零开

始学习。

“纪委与技术团队合作，这本身就无先例

可 循 。”好 在 ，沈 阳 市 纪 委 抽 调 了 一 批 业 务 骨

干 ，帮 助 方 金 云 团 队 熟 悉 工 作 。 还 给 他 们 留

出一层楼，方金云团队 30 余人就驻扎在那里

办公。

还有一个难题是，监督打破了一些人的舒适

区。一些部门担心隐私被泄露，所以不配合信息

采集工作。

为能拿到相关数据，他们和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过，即便有再多波

折，方金云也觉得值得，因为他坚定了一个信念：

“大数据监督系统是一把正义之剑，追回了老百

姓的钱；同时，它也是一柄悬梁之剑，提醒干部不

要犯错，是对他们的保护。”

用5种方法寻找腐败现象

“官员需要监督，就如同树苗的成长需要

修 剪 。 不 砍 掉 杂 乱 的 小 树 枝 ，它 就 是 一 丛 灌

木，永远趴在地上。”方金云想得通透，也做得

用心。

早上 8 点前到办公室，晚上 12 点后离开，没

有周末，这是方金云的日常。由于长时间驻扎在

沈阳，回北京反被他称为“出差”。

大数据监督平台凝聚了方金云几乎全部的

心血。不过，他反复强调：“这些成绩都是团队的

功劳，我从来没有单打独斗过，要感谢我的英雄

团队。”

大数据监督平台从无到有，方金云认为，这

不计名利付出全部心血

为他人着想，是方金云为人处世的原则，这

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我的父母温柔谦和，从

不打骂孩子，兄弟三个也不争不抢。”他说。

小时候方金云很调皮，曾去村里大队偷吃瓜

果。被发现后，队长就会点他父亲的名：“方家的

二娃今天偷吃苹果了。”父亲说了方金云几句，但

不会对其一顿暴打。因为父亲理解，那是一个特

殊的年代，家里穷但孩子们馋。

父母常对方金云说，吃苦是一种福报。而方

金云吃的最大苦就是“跨界”。

实际上，方金云最开始学的是地质，和计算

机没有直接关系。1990年从武汉地质学院（现中

国地质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位于山东的莱州

金矿搞地测。3 年后，他考回原校攻读硕士和博

士学位。

1999年，他顺利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地理所）资源环境

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并行遥感数据处

理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机缘巧合，他来到中科院计算所参与一个合

作项目。项目结束后，方金云想留下来专门搞计

算机，“因为很喜欢”。

但这一决定受到各种阻拦。大学导师和中

科院地理所的前辈都劝他说，跨学科很吃亏。

而且，当时方金云是国内做成矿过程数值模拟

研究的第一人，前辈们认为，只要深耕下去，他

前途无量。

方金云却坚持内心的想法。2001年，他如愿

留在中科院计算所。没有资源和人脉，一切都要

重新开始。为尽快适应新工作，方金云几乎不眠

不休，在实验室睡了整整 3年。

直到今天，方金云依然是实验室里来得最

早、走得最晚的人。

“只要我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如果没有

做成，那一定是方法不对。我会反思，会继续努

力。”在方金云眼里，大数据监督不是项目，而是

事业。他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参与进来。

“我把自己‘嫁’给了工作，陪家人的时间太

少了。”他期待早日完成任务，“那时我就可以光

荣退休，天天写诗了”。

放弃无量前途跨界计算机

研发近研发近300300种监督模型种监督模型
他是科技界最懂反腐的人他是科技界最懂反腐的人

1990年出生的史静耸，在一个夏夜当了回英雄。

这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的是

蛇。6月 2日晚，他在朋友圈上看到了一则求助信息——陕西一男子被

毒蛇咬伤。

他随后和伤者家属取得联系，判断出伤人的蛇是剧毒银环蛇，便马

上提供了抗蛇毒血清生产厂家和当地能找到血清的医院的信息。

到了这一步，已经是算帮了一个大忙。但时值深夜，伤者家属联系

不到那些机构。于是，史静耸干脆放下手头工作，出门去找血清。

他成功获得了两支血清，并决定亲自送去陕西。到达首都国际机

场时，已是清晨——为了远方的生命，为了和死神赛跑，他整夜奔走，未

曾合眼。

伤者最终获救。这一切也被轻轻带过。直到 20天后，伤者家属给

史静耸寄来锦旗，他的同学、老师才知道，那天他突然请假，是去救人。

爱看金庸小说的史静耸说，这是他离“侠肝义胆”最近的一次。

“壮举”之后，生活重归平静。他要继续做研究、发论文，经历博士

生要经历的痛苦。但那个夏夜告诉了我们，当知识遇上善良和责任，原

来是这般动人。

蛇博士史静耸：在一个夏夜当了“大侠”

不想做科普的科研工作者不是好小说家，这说的是“斜杠青年”

傅力。

他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青椒”，在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材料系当副研究员。在学术上，他的成绩有目共睹——已发表 SCI 期

刊论文 30 多篇，总引用量 1400 余次。不过，如果去图书馆馆藏目录

中搜索傅力的名字，你还能有意外发现——这名理工男写过近十本

公开出版书籍：《新世界的猫》《十七年蝉》《菌物志》……而且这些书

内容跨度颇广：有青春文学，有怪异短篇，有对并非他研究领域的科

普，还有国别史……

日常做科研时，傅力总和试管打交道。他说，试管与小说可以得

兼，这样的生活很酷。他的一些研究灵感，就来自于人文阅读和创作

体验。

有人说他战斗力爆表，傅力觉得这是误解。能同时干这么多事

的原因一点都不复杂——他没有别的需要花时间的事情。不看综

艺，不看体育节目，基本吃食堂或者外卖……当生活变得简单，时间

也就有了。

当然，高校的工作要放在首位，与文学世界的“约会”，则可以在天

黑以后进行。人文与科学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让傅力感到无比幸福。

“斜杠青椒”傅力：试管与小说可兼得

90 后物理学博士李治林，在 B 站（哔哩哔哩视频网站）有另外一个

名字——大师兄，这是粉丝为他取的。

他会出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的 B站直播

里，把各种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东西变成神奇的道具，深入浅出地奉上硬

核科普。对了，物理所在 B站上的名号是“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人

称“中二所”，看得出团队非常懂 B站文化。

和李治林一样的一群年轻的硕博士生，想把物理的奇妙展现给

大众。他们会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并正儿八经地用科学实验进行验

证。以他们为主力的团队运营着物理所的许多新媒体账号，这些一直

和严肃科研打交道的博士们，剪视频、开直播、讲段子，并慢慢地收获了

大量粉丝。

李治林常出金句，说些什么总是信手拈来。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

科研。为了他研究的那些材料，培养的那些晶体，他可以随便在办公室

的折叠床上对付一宿又一宿。

李治林自小就对物理感兴趣，兴趣成了他科研路上的指路灯。而

物理所的科普团队，也想试着用各种更潮更接地气的方法，激发出更多

人对物理的兴趣。“我们培养的，可能是中国物理的未来。”李治林说。

B站大师兄李治林：让“中二所”成网红

“奖项是对过去的肯定。作为一名年轻的科

研人员，我要做的还有很多。”

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闫森荣获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青

年科学家奖，以表彰他在可穿戴天线领域作出的

杰出贡献。得知获奖，他显得十分平静。

闫森说，自己的研究和日常生活很密切。“我

看你戴智能手表，我的成果就能用在上面。”他指

着记者手上戴着的智能手表说。

近年来，随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等智能硬

件产品的普及，可穿戴设备的概念逐渐走进大众

视线。这个仅需穿戴在身上或放置在衣物上就

能检测身体状况的设备，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可穿戴设备会发送并接收大量信息，这

都需要天线来完成，这些天线被称为可穿戴天

线。闫森正是给可穿戴设备“搭”天线的人。

结合超材料提升天线性能

2003年，闫森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通信

工程专业。“西安交通大学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

本科基础阶段的教学。那时，很多教学经验丰富

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将深奥的原理讲述得十分通

俗易懂。”闫森说。

经过本硕 7 年的系统学习和科研训练，闫森

对可穿戴天线及器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心

以此为方向走上科研道路。

但这条路，闫森走得并不顺利。

2011年，闫森赴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攻读

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期间，他先后获得天主教鲁

汶大学博士后基金和比利时佛兰德研究基金会

博士后基金的资助。

读博期间，闫森曾一度十分沮丧，因为“前两

年没有出任何成果”。

正当闫森一筹莫展时，灵感却不期而至。他

在和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师兄喝咖啡时，不经意

间聊到了超材料。

“当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将超材料与可穿戴

天线结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闫森回忆

道，随后他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找到了学

科交叉的创新点。

闫森向记者介绍道，超材料是指，一类具

有 人 工 设 计 结 构 的 复 合 材 料 ，它 拥 有 天 然 材

料不具备的物理特性。由于超材料拥有独特

的 电 磁 特 性 ，该 材 料 被 认 为 具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前景。

找到创新点后，闫森很快就提出了基于超材

料的可穿戴天线设计的理论方法，该方法极大地

提升了可穿戴天线的性能。随后，闫森也开始在

天线领域的国际期刊发表自己的成果。

兴趣和自律是科研法宝

这次“咖啡”事件，让闫森更加意识到交流的

重要性。“交流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较快地适应环

境，更重要的是，可以碰撞出新想法。”他说，如今

他也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多与同学、老师，甚至是

学术大咖进行交流。

同时，这段经历也让闫森，形成了“兴趣”

和“自律”这两点工作原则，这也成为他的科研

法宝。

“其实，当时有很多方向可以换，但我一直

坚持做可穿戴天线方面的研究。究其原因，无

外乎自己喜欢，同时我对自己也有要求，不能

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回忆过往，闫森笑道，

“兴趣让你一直热爱科研，自律让你更加专注

科研。”

2017 年，闫森回国并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

拔人才支持计划”，被聘为该校信息与通信工程

系特聘教授。

“现在是可穿戴天线 2.0时代，我们要做的就

是，使可穿戴设备能在更小的体积内实现更多的

功能，让小块头有大智慧。”闫森说，这也是他入

职母校后的学术目标。

目前，闫森的科研团队有 10余人。对于指导

学生做科研，闫森表现得很谦虚：“我是第一次做

导师，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培养体系。”

但闫森也透露了一些“独家心得”：他很注意

观察学生，按其特点进行“定向培养”。“我通常会

在学生研一时就给他们布置一些小项目，从中发

现其特点。到研二时，才会给他们布置具体的科

研项目。”闫森说。

闫森：给可穿戴设备“搭”天线

实习记者 代小佩

爱国情 奋斗者

有赖于反腐形成的高压态势，同时也离不开一批

愿意干实事的科学家。

不过，由于涉及领域特殊，他们的研究成果

有些不适合公开发表。项目报送了今年的某个

科技奖项，但因为材料不够充分，在网评这一关

就被刷掉。

“这是小事，奖励是身外之物。而且团队成

员还有其他发展途径。”方金云说，在沈阳的一年

半，他们为当地提供了十几万条疑似腐败的线

索，1 万多名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大家很有成就

感。今年 5 月，方金云收到一条信息：方老师，您

是沈阳人的白求恩。

“科研为国分忧，创新造福人民。”这是中科

院计算所的所训，方金云对此很认同：“社会一

乱，老百姓就会跟着遭殃。而且，这还涉及到国

家形象。”方金云说。

这份担当，源自他对国家的感激。出生在农

村、上免费学校、做喜欢的工作，方金云感恩自己

得到的一切。他感慨道：“拿国家的钱做科研，是

件很奢侈的事，科学家有责任、有能力、有义务让

国家变得更好。”

做大数据监督平台这几年，一些熟人开始和

方金云疏远。出门前，家人常叮嘱他“要小心”。

但方金云说：“总得有人用技术手段去梳理反腐

问题，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而且，他觉得做得还不够，认为模型中有些

科学问题还有待解决。他列了一串待完成事项：

下半年要完成 9 个部门的数据模型、筹备一场大

数据监督方面的国际论坛、建立社会监督信息学

学科、推动国家监督信息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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