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刮起科技潮：
多地可刷脸进站 整容后能识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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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春运中，北京、上
海、广州、郑州、太原、武汉、南昌、西安、长
沙等地部分火车站已经使用上了“刷脸”进
站，科技感十足。 据了解，“刷脸”进站时，自
动检票闸机上都安装了摄像头， 旅客走近
机器时，它会抓取旅客脸部信息，与身份证
芯片里的照片进行比对，票证信息相符、人
脸与证件照比对通过，闸机自动放行。“刷
脸”进站速度很快，一般情况下，3至 6秒便
能成功通行，解放了人力，也方便了旅客。

整容、突然剃光头等情况或无法识别
“刷脸” 进站所用的是人脸识别技术，这

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
种生物识别技术。 用摄像机或摄像头采集含

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 并自动在图像中检
测和跟踪人脸， 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行识
别的一系列相关技术，通常也叫做人像识别、
面部识别。

“刷脸”进站虽然新潮，但也会出现一些
意外情况。有旅客最近突然剃了光头，和身份
证照片不符，无法“刷脸”通过，最后人工验证
进站。“化妆一般情况下没问题，可以识别出
来。至于整容的人能否通过，没遇到过这个问
题， 但人脸识别系统主要是采集人脸信息跟
身份证核对，两者一致就没问题。 ”北京西站
一位工作人员说。一些科技企业人士表示，对
人脸识别机器的影响上，化妆看程度；一般年
龄变化在 10年内对识别率影响不大；重度整
容确会影响识别。 相关人员介绍称，“人脸识
别验证， 仪器将扫描到的人脸和身份证照片
进行比对，主要是看脸部轮廓、眉骨、嘴唇两
边，和胖瘦没有关系，如果‘刷脸’进站时比对
相似度不到 75%就需要人工验证。 ”

双胞胎咋人脸识别？ 需结合眼纹等
在人脸识别具体落地应用时， 可能会碰

到整容人士或者双胞胎， 这时人脸识别会受
影响吗？不同公司的人脸识别技术，识别能力
会有所差异，就整容来看，一般脸部轮廓没
有变化的话，对人脸识别影响不大。 某公司
生物识别专家荀扬表示，整容、化妆和年龄
老化是人脸识别的传统难题，但是随着深度
学习神经网络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机器通
过学习大量的人脸图片，已经可以比较好地
解决年龄老化、化妆和轻度整容等问题。 荀
扬还表示， 对于重度整容以及双胞胎识别
等， 单纯依赖人脸识别技术来解决还有困
难，目前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多因子认证技术
和手段，结合眼纹、声纹等其他生物特征信
息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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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
的中流砥柱。 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
在平凡中非凡， 在尽头处超越， 这是你的人
生，也是你的杰作”。 这是2月8日中央电视台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 为来
自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技
师李万君公布的颁奖词。 李万君与孙家栋、张
超等10位人物以及中国女排这一群体， 共同
当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李万君是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的杰出代
表。 30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从一名普通焊工成
长为我国高铁焊接专家。面对外国对我国高铁
技术的封锁， 李万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
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
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项目，先后创造出
“拽枪式右焊法” 等20余项转向架焊接操作方
法，技术攻关100多项，其中21项获得国家专
利，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累计为企业节约
资金和创造价值800余万元。 凭借世界一流的
构架焊接技艺，被誉为“高铁焊接大师”“大国
工匠”，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普通焊工成长为技能大师
春节前夕， 记者来到李万君工作的焊接

车间，电焊枪发出耀眼的蓝光，车间内到处飘
散着烟尘，在这样的环境中，李万君已经工作
了将近三十年。 在李万君的工作室内，摆放着
不同时期令他引以为傲的焊接作品， 尤其是
他用焊枪焊出的“精益之路、技能报国、智慧
之光”三幅字格外引人注意，这些字凝聚了李
万君三十年工作的感悟。

1987年，19岁的李万君职高毕业，被分配
到长春客车厂电焊车间水箱工段。 车间里火
星四溅，烟雾弥漫；声音刺耳，味道呛鼻，夏天
尤其炎热， 与他同期进厂的很多人受不了这
份苦，选择离开，而李万君却坚持了下来，谈
到当时的环境时，李万君说起来一句顺口溜：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
水箱工段的。 ”

既然选择留下，那就得好好干，李万君开
始钻研焊接技术，1997年，他首次代表长客公
司参加长春市焊工大赛， 三种焊法、 三个焊
件、三个第一轻松收入囊中。 自此后，李万君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锲而不舍、勤学苦练
的工作热情，掌握了一整套过硬的焊接本领，

同时拥有碳钢、 不锈钢焊接等六项国际焊工
资格证书和国际焊接技师证书。

李万君手中的焊枪已被他使用的“出神
入化”：20米外，只要听到焊接的声音，就能判
断出电流电压的大小、焊缝的宽窄、平焊还是
立焊、焊接质量如何，绝无差错，这种能力令
工友们啧啧称赞。

工匠精神为中国梦加速
2004年，中国开启高铁时代大幕，在转向

架制造中心焊接一车间的李万君和其他长客
人一样摩拳擦掌， 准备为中国的高铁事业做
出贡献。“我们每一名高铁员工都有自己的使
命， 我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高铁有
394道工序，一道工序出现瑕疵都会给整个高
铁造成影响，在生产过程中，我们每一名员工
都用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的把本职工作做
好。 ”李万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众所周知， 转向架是轨道客车的走行部
分，直接影响车辆的运行速度、稳定和安全，
转向架制造技术， 被列为高速动车组的九大
核心技术之一。

2007年， 作为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主
力车型，法国的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在长客股
份公司试制生产。 列车转向架横梁与侧梁间
的接触环口， 是承载重达50吨的车体重量的
关键受力点， 成为决定动车组列车能否实现
速度等级提升的核心部件， 其焊接成型要求
极高。 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试制初期，因焊接
段数多， 焊接接头极易出现不熔合等严重质
量问题，一时成为制约转向架生产的瓶颈。

“我不服气，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
做到。 ”凭着不服输的精神，李万君在模型上
反复演练，一边沿着环口不断变换体态、步伐
和控制呼吸频率， 一边端住焊枪匀速往复摆
动，随时调整电流电压，精准控制熔池温度，
终于摸索出了“环口焊接七步操作法”，成型
好，质量高，成功突破了批量生产的难题，法
国专家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竖起了大拇指。
这项令法国专家十分惊讶的“绝活”，现已成
为公司技术标准。

2015年初， 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试制生产
我国首列国产化标准动车组， 转向架很多焊
缝的接头形式是员工们从未接触过的。 其中
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和横侧梁连接
口斜坡焊缝质量要求极高， 由于不规则焊缝

接头过多，极易造成焊接缺陷，使这个部位的
焊接成为制约生产顺利进行的“卡脖子”工
序，影响了标准化动车组的研制进程。 李万君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带领工作室成员夜以继
日地钻研，反复论证，多次试验，攻关了半个
多月，最终总结出交叉运用平焊、立焊、下坡
焊，有效克服质量缺陷的操作技法，成功攻克
了这项焊缝接头过多导致焊缝射线检测难以
100%合格的难题。

“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有
了100%的自主知识产权，作为第一代高铁工
人在感到自豪的同时， 也感到肩上的责任和
压力。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带领团队再创
辉煌，为中国梦加速”，李万君对记者说道。

如今，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的转向架年产量超过9000个，比庞巴迪、西门
子和阿尔斯通等世界三大轨道车辆制造巨头
的总和还多。

不遗余力培养高铁人才
随着高铁事业的飞速发展， 人才需求也

越来越急迫， 李万君再次挑起了培养人才的
重任。 为了新项目，公司从技校招来了400多
名学生让李万君培训， 要求短时间内迅速形
成生产能力。 李万君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如何
培训，技校毕业的新员工理论知识相对较差，
有的连数学换算都不会，培训难度超出想象。
经过反复琢磨， 李万君将复杂的工艺操作过
程分解成具体步骤，根据学员的体态胖瘦、走
路姿势、运用焊枪习惯等特点，因材施教，制
定不同的训练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万君
创造出焊工培训史上一个奇迹———400多名
学员全部提前半年考取国际焊工资格证书，
而且全部是一次性通过考试。

2011年， 他主持的公司焊工首席操作师
工作室，被国家授予“李万君大师工作室”，5
年来先后组织培训近160场，为公司培训焊工
1万多人次。 名师出高徒，李万君所带的徒弟
中， 已有10人成为技师、 高级技师，1人成为

“长春市高技能人才指导师”，5人考取国际焊
接技师证书。

有人曾经问过李万君， 将技能都传给徒
弟，以后他自己怎么办。 李万君不以为然，“我
的技能传递下去才更有价值，有更多的人才，
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才能有更多的人
为高铁事业奋斗。 ”

“大国工匠”李万君
当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因为当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李万君这个名字再次被大众提起，作为高铁
焊接大师，他在既平凡又伟大的岗位上坚守
拼搏了近三十年，以劳动托起了他心中的中
国梦。

春节前夕的一个上午，记者在李万君的
工作室内见到他， 工作室的布置很简单，他
亲手焊的“技能报国”却格外引人注目。他穿
着灰色的工作服忙碌着， 刚开始他有些腼
腆，不太自然，随着谈话的深入，尤其是谈到
他所擅长的高铁焊接时，李万君变得侃侃而
谈，为记者讲述了他如何从一名普通的焊接
工成长为我国高铁焊接大师。为了提高焊接
技术，他比别人更努力，更用心；钻研出好的
焊接方法后他毫无保留教给工友；面对外国
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不气馁，夜以继日，
不辞辛苦钻研技术，令外国专家佩服得竖起
大拇指……

为了所热爱的高铁事业，他经常连续加
班，有时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到家，连妻子生
病他都无暇照顾，谈起此事，记者感觉他的
无奈与无悔。 李万君告诉记者，对于他取得
的荣誉，老父亲比任何人都激动，全家人的
支持就是他工作的坚实后盾。

“我们从追赶着成为领跑者，拥有100%
的自主知识产权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我觉得
高铁为民族争得了荣誉。”说到这里，李万君
满脸的自豪。

对于成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李万君直言荣幸的同时，也感觉到国人的期
盼，身上的责任更大了，今后的工作中，要继
续为高铁事业贡献力量，为中国梦加速。

采访间隙，李万君和徒弟拿起焊件研究
起来，神情格外认真，每一个焊口都在反复
查看， 让记者感觉他在研究一件艺术品，这
种态度和热情，是他中国梦的最好注解。

/记者 代丽媛 报道

“高铁焊接大师”的中国梦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