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事4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瑞建 金晓锋 ▏编辑 金邦寅 管舒勤

让电子设备“开口说话”

年少时就爱好计算机的吴瑞磊，毕业

于浙江警察学院网安专业。在警校学习

时，他就崭露头角，在多个网络安全竞赛

中获奖。

从警后，吴瑞磊先后在3个派出所工

作了9年，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2018

年，他被选调到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

队。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随后成为该大

队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实验室的负责人，为

全局各办案单位提供电子数据取证服务。

面对一串串毫无规律的数字，吴瑞磊

却游刃有余。“取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

程。我的工作就是用手中的鼠标和键盘

作为武器，让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开口

说话’，发现隐藏在数据下的证据。”他说，

“当前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新型网络犯罪

层出不穷，但只要是违法犯罪，就会在网

上留下痕迹，电子数据已经成了新一代的

‘证据之王’。”

近3年来，吴瑞磊共处理电子设备

2400多部，取证数据储存量达30多TB，

出具电子数据检查报告300多份。这3

项数据均在温州全市名列前茅，为案件侦

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撑。

半夜边带娃边工作

“有人觉得网警就是修电脑的，其实

我们真没有那么闲。”说起很多人对网警

工作的误解，吴瑞磊有点哭笑不得。他

说，网警并不只是简单地操作计算机、懂

些互联网知识，更多时候要把计算机技术

运用到侦查破案中去。

2019年12月，他接手一起非法获取

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获利方式都

不明确，案件一直无法破局。这样的作案

手法在当时很“新颖”，没有先例可以参考，

取证难度很大。他一边寻求上级帮助，一

边自学新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抽丝剥

茧，他终于查明了一伙涉嫌为境外赌博平

台洗钱的犯罪团伙。根据线索，警方成功

抓捕案件的关键犯罪嫌疑人，并带回电脑

等涉案电子设备，由吴瑞磊进一步深挖细

查。

当时，吴瑞磊的儿子才5个月大，哺

乳期的妻子几乎没有睡过好觉。可案件

调查迫在眉睫，他只好把工作带回家，并

和妻子约定好上半夜由他负责带儿子。

就这样，他左手抱着儿子，右手操作电脑，

分析海量数据。到了下半夜，他将儿子交

给妻子，自己则一头扎进了数据的海洋。

不久，他就成功锁定了十多名犯罪嫌疑

人。警方先后赶赴湖北、河北等地实施抓

捕，一举破获了这起案值达数千万元的案

件。

从温州第一名到省部级专家

因为剑走偏锋的解题思路，吴瑞磊在

一场比武大赛中“红”了。2019年，他带

领两名队友参加温州市公安机关电子数

据取证比武大赛。比赛中，他们遇到了一

道无法破解的难题，而这道题的答案又是

解开下道题的“钥匙”。

“我们不能一直陷进去，如果实在不

行，就换种思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吴

瑞磊当机立断，放弃这道无法破解的难

题，转攻下道题。经过两个小时的复杂演

算后，他解开了第二道题。

“这不可能啊。没有上道题答案，你

们是怎么把下道题解出来的？”看着吴瑞

磊亮出来的正确答案，现场评委目瞪口

呆，纷纷围上来查看解题过程。当看完构

思巧妙、解法新颖的解题过程后，大家都

投来赞赏的目光。经过近12小时高强度

的激烈比拼，吴瑞磊和队友取得了第一名

的好成绩。

2020年，他在全省公安机关电子数

据取证分析大比武中获得个人第四名，获

评“全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电子数据取证

分析省级专家”。

今年，他又代表浙江省公安厅，参加全

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大

比武。为了这次全国比武，吴瑞磊给自己

定下了为期半年的魔鬼训练，一头扎进实

验室，对程序开发、程序反编译、网站搭建

等知识点重新进行系统学习，并对历年的

比赛题目疯狂刷题。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他在400余名

高手中脱颖而出，进入全国46强，成为全

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电子数据取证分析

部级专家。同时，他还协助浙江公安代表

队获得团体第一，为浙江和温州公安机关

赢得了荣誉。

■通讯员丁传统记者孙文静

在市公安局，有这样一个神秘且年轻的警种——网络警察，他们穿梭

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揪出“潜伏”在虚拟世界里的犯罪分子。今年刚获

得“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电子数据取证分析部级专家”称号的吴瑞磊，就

是这支队伍里的佼佼者。

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中，每天都上演着没有硝烟的较量。在这条隐蔽的

无声战线上，吴瑞磊默默扮演着“幕后英雄”的角色，捍卫法律威严，守护网

络世界的安宁。他说：“对我们来说，电脑就是一线，网络就是战场，寻找虚

拟世界里的蛛丝马迹，让无声的线索开口说话，是职责所在。”

赤膊出行、遛狗未拴狗绳……散步莫忘带"文明"！为推进全域化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贯彻落实《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一步强化

城市管理，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营造“人人讲文明、处处见文明”的浓厚氛围，“不文明曝光

台”继续对全市范围内的不文明行为予以曝光。本期曝光主题：影响公共秩序的不文明行

为。 （记者 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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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共秩序的
不文明行为

这几天，瑞安十中高一新生正在军训，内容包括队列、军体拳、低姿匍
匐等。

“同学们精神状态不错，积极乐观，给他们点个赞。”来自锦湖街道人
武部的教官说。据介绍，军训期间，除了体能训练外，学生还要学习国防
知识、寝室内务整理等，通过一周时间磨炼意志力、强化纪律性。

（记者杨微微李心如王志）

（素材来自执法单位报送、市民投稿）

8月8日，公园路，市民赤膊出行。

高一新生军训进行时

8月8日，公园路，市民半卷衣衫出行。

8月9日，港瑞·新玉海，市民遛狗，其中一
条狗未拴狗绳。

8月10日，沿江东路，市民遛狗未拴狗绳。

网警吴瑞磊

无声战场上的“幕后英雄”

作为国内首批“摘镜”专家，余野经常受邀

去做讲座，进行技术指导，传授经验。尤其是

前几年，他几乎每个周末，辗转于杭州、上海、

苏州、台州、南宁等地，去做手术、讲课、指导，

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在路上。同事们把每个周

末戏称为“余野的巡回医疗时间”。

医者仁心，薪火传承。原温医大教授、

对数视力表发明者、瑞安人缪天荣对余野的

人生影响深远。“缪教授是我们的‘祖师爷’，

他80多岁高龄还会到医院里看看，指导我

们的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的使命和担

当。”余野说。如今，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余

野手中，他陆续培养了不少后继人才，遍布

全国各地。他的女儿也是一名眼视光学的

研究生。

从医近三十载，余野在科研上收获了累累

硕果。余野作为主要课题负责人之一的科研

成果《应用视光学理论和方法指导激光角膜屈

光手术的临床研究》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同时，他还

是国家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择优项目《波前像

差技术在角膜屈光手术中临床应用研究》和国

家科技部“十五”攻关项目《提高屈光手术的临

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温州市重点创新团

队《屈光手术新技术与新项目》等科研项目的

主要负责人。

余 野“心灵之窗”的守护者

苦学英语打下基础 编写教材填补空白

余野，1970年12月出生于玉海街道。

温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士、眼科视光学

硕士、眼科学博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皇家眼耳医院“亚洲青年访问学者”。曾

入选浙江省“151”、温州市“551”人才工

程，首届温州市十大优秀青年岗位能手，

温州青年群英奖章获得者。

人物名片

■记者 潘敏洁

眼睛是心灵之窗，他则是眼睛的守护者。从医近三十载，他开拓了准分子激光治疗手术领域，成为了老

花激光技术的开拓者，为10万多位近视患者摘除了眼镜。他就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屈光手术

中心主任、首席准分子、飞秒激光手术专家余野。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了解医者余野背后的

故事。

1970年12月，余野出生在瑞安市

区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

亲是小学教师。他从小就住在学校的教

师宿舍，每天跟学校打交道。良好的家

庭环境培养了余野爱学习的好习惯。

小学毕业后，余野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瑞安中学初中部。然而，刚开始，

英语就给余野来了个“下马威”。从初

一开始，学校开设英语课，由于当时不

懂得学习方法，余野的英语考试成绩很

不理想，有时甚至不及格。熬到了暑

假，父亲专门为他请来名师补习英语。

通过不断地阅读、练习，余野很快就掌

握了英语学习窍门，并为今后的上大

学、留校、出国进修、阅读英语文献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1988 年，余野毕业于瑞安中学。

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发挥不理想，他

的高考成绩刚过浙江大学的录取分数

线，想上浙大热门专业比较困难，最后

在父母的建议下选择了温州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

大一的轻松生活、大二的枯燥医学

理论学习，让余野对大学生活感到些许

失望。而大三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当时开设的临床学科，一下子让我

找到了兴趣，我开始认真学习，并利用

暑假时间到瑞安市人民医院见习。”余

野说。

1993年7月，本科毕业后的余野选

择留校眼视光系教学，并参与临床工

作。据了解，温州医科大学是国内较早

从国外引进视光学，并将其和眼科相结

合的学校，当年该校开始培养眼视光本

科人才，并于1998年创办了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其实，当时对眼

视光的了解知之甚少，也不知道未来会

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是感觉眼视光专业

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余野说。

然而，万事开头难。那时，国内关

于眼视光方面的资料非常少，甚至连教

材都没有。于是，余野开始没日没夜地

学习，阅读各种英文专业书籍，并在前

辈的精心指导下，他自己编写了相关教

材，每学期授课四五门专业课。

除了教师这个身份，余野还是近视

激光治疗中心（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

光医院的前身）的医生。1995年，激光

角膜手术治疗技术开始引入中国，余野

被学院派到深圳眼科医院学习激光治

疗技术。学成归来后，余野在温州医学

院近视激光治疗中心成功实施了激光

治疗手术，这是余野人生中的第一例手

术，也是浙江省首例屈光手术。

余野不仅为近视患者摘除眼镜，也

致力于为老花患者恢复视力。8年前，余

野引进老花激光相关技术，并将该技术

应用于临床。目前，他已成功治疗了数

百位老花患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余野凭借

在近视治疗领域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亚

洲青年访问学者”的名额，赴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皇家眼耳医院进修准分子

激光手术。

“澳大利亚医生在给患者做手术时

细致入微，手术质量非常高，整个流程

非常规范。同时，他们还把患者的资料

收集起来输入电脑、做好统计。”余野

说。进修期间，他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治

疗技术，还养成了严谨的行医风格。回

国后，余野在诊治过程中也非常注重收

集资料，对不同的病例进行分类统计。

如今，余野已经做了10万多例近

视手术，但是在做每一台手术时，他都

提醒自己要像做第一例手术那样认真

仔细。多年前，余野亲自帮妻子成功地

摘掉了眼镜，他笑称自己的技术终于得

到了“最高领导”的肯定。

薪火传承培养后人 科研收获累累硕果

勤奋练就“拿手活”为10万患者摘掉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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