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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戴安琪

□本报记者 盛丽

尽心尽力帮求助者走出急难困境

自新冠疫情出现以来， 从群
众生活到企业运行都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 在全民抗疫的环境
下， 权威的信息、 便民的服务价
值 “千金”。

面对紧急突发事件 ， 百度
APP在第一时间快速响应， 上线
抗击疫情专题频道、 实时更新疫
情数据、 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搜索大数据报告》、 向全国用
户提供全科室免费医疗咨询服务
等等， 这一系列举措在关键时刻
帮助众多用户了解疫情信息， 破
除谣言迷障。 这些重要举措都是
在一位不过在职场摸爬滚打十几
年的年轻 “85后 ” 带领下诞生
的 ， 她就是百度副总裁 、 百度
APP总经理、 2020年北京市劳动
模范平晓黎。

从实习生到操盘者
你可能没听过平晓黎这个名

字， 但是由她作为总负责人、 拥
有超6亿月活跃用户的百度APP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国民” APP
之一。

2007年是中国互联网迅速发
展的一年， 国内上网用户约1.37
亿人， 网民数占全国人口比例首
次突破10%。

当时即将毕业的平晓黎踏着
互联网热潮走进了百度， 埋头一
干就是十几年， 循着中国互联网
高速发展的轨迹， 她也驶入了个
人 “暴风成长” 的 “蓝海”， 在
百度APP业务中， 一步步从一名
普通 “水手” 成长为 “掌舵人”。

从实习生， 到 “国民” APP
的操盘者，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
情节， 在今年35岁的平晓黎身上
映射进了现实。

“以终为始， 专业勤奋， 追
求极致， 勇于创新” 是她对自己
工作风格的描述 ， 也是她职场
“华丽转身” 背后的秘诀。

每次谈起这段略带 “传奇”
色彩的成功经历， 平晓黎总会提
到一个关键点： “成功首先要有

过硬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做基
础， 不论在哪个岗位上， 想要一
步步提升都需要专业知识与能力
的加持， 对自己的领域做深做精
才能脱颖而出， 这其实也是对工
作最基本的要求。”

其实与许多投身技术手段创
新的互联网人不同， 平晓黎是产
品经理出身， 缺乏了一些 “先天
优势” ———对于一些专精技术的
了解不够深、 底子不够厚。 但靠
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学习和对
学精学深的追求 ， 无论 何 时 只
要谈起互联网相关的新技术、
新应用、 新业态， 平晓黎都可以
做到如数家珍、 滔滔不绝， 并带
领团队走在技术变革的最前头。

作为产品的总设计师， 整体
业务的操盘者， 平晓黎的角色不
仅要有优秀的决断力、 执行力，
还要有充分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而从实习生一步步走到百度副总
裁， 每一段历程中的扎实经历本
身就是一笔宝贵财富。

从数据分析到用户行为分
析，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 平
晓黎从实干中成为了比用户还了
解用户的那个人， 也让她对团队
各项工作中的难点、 痛点问题更
加明确， 在选育人才和带领团队
时更有方向感， 在指引方向的同
时也能保证不脱离实际， 始终接
地气。见证过产品发展的高速期，
也经历过不断衰退的低谷期，平
晓黎从一次次的磨砺中完成了从
“水手 ”到 “掌舵人 ” 心态的转
变， 敢于直面困难和风险、 勇于
承担责任， 每一次都能以创业者
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让她
成为团队中的 “定心丸”。

从“小确幸”到“大惊喜”
“用科技让生活变得更美

好， 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初衷和
理想， 也是一直指引我方向的航
标。” 作为一名女性管理者， 平
晓黎在同事的口中除了专业勤奋
的特质以外， 还有着观察敏锐、

情感细腻的一面， 这也让她赋予
了负责产品独一无二的温暖色
彩。

作为百度APP背后的创作者
平台， 百家号在平晓黎的带领下
为百万以上女性创作者提供了平
等的就业机会和挥洒内容创造能
力的平台， 并专门搭建了女性栏
目 《百家·她说》， 希望通过采访
女性院士、 作家、 企业家等行业
领袖的方式 ， 推动消除性别误
区， 提升女性影响力， 为她们的
人生增加更多 “小确幸”。

当然， 这支团队也创造出了
很多 “大惊喜”。

2019年， 借助百度AI技术和
平台， 与民政部、 公安机关等政
府机构合作构建的百度 “AI寻
人” 智能小程序一经上线， 就收
到了一对夫妇的求助 ， 希望找
到27年前被拐卖的儿子。 然而他
们 手 中 仅 有 的 线 索 是 当 年 儿

子 在 幼儿园的照片 ， 希望十分
渺茫。

当这对濒临绝望的父母将儿
子 幼 时 的 照 片 传 输 至 百 度 AI
寻 人 平台后 ， 系统通过与不断
更新的失踪人口库照片实时比
对， 筛选出了几个人脸特质重合
度在99.9%以上的疑似人选。

经过线下DNA精准比对 ，
最终这对夫妇找到了他们苦苦寻
找27年的儿子 ， 迎来了一家团
圆。

这是国内首个通过人脸比对
寻人成功的案例， 也是由平晓黎
主导的产品为这家人带来的 “大
幸福”。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作为整体项目的负责人， 往

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面临更严
峻的挑战， 然而在旁人眼里， 多
次以产品负责人身份承担起新业

务的平晓黎身上似乎有用不完的
斗志。

疫情期间她身体力行， 带领
整个团队以最快速度上线了抗疫
专题报道、 疫情地图等， 让广大
用户及时、 准确、 全面地了解疫
情相关信息， 消除恐慌。

提到这段经历， 平晓黎总能
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想到自
己做的产品每天帮助2亿多的用
户解决问题 ， 我心中除了成就
感， 更有使命感， 不断激励着我
去做得更好， 帮助到更多人。”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带领下，
她培养起了一支支充满理想和强
大自驱力的队伍， 还激发了更多
年轻人对于技术创新这片广阔
“大海” 的向往。

2021年， 平晓黎劳模创新工
作室诞生。 作为负责 “领跑” 的
劳模， 平晓黎带领团队 “以人为
本” 思考创新， 聚焦弱势群体，
致力于在创新过程中产品价值与
社会价值有机结合， 在创新的同
时充分发挥自身能量 ， 亲自指
导、 带领团队成员共同成长， 再
次闯出了一片广阔新天地。

平晓黎劳模创新工作室先后
孵化百度APP老年公益版及百度
APP便民惠生活等两大便民产
品。 目前两大主力创新产品仍在
逐步迭代完善中， 但在行业及群
众日常生活中已产生一定的影响
力。

其中便民惠生活获得百度移
动生态业务创新奖 ； 便 民 政 务
服务多次收到国务院部委 、 北
京市政府、 重庆市政府等发函嘉
奖。

这十几年的奋斗路上， 平晓
黎见证了互联网从PC时代发展
到移动时代， 再到今天的人工智
能时代发展历程。 技术在变， 时
代在变， 始终未变的是她通过科
技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这份信
念也将继续支撑她突破一个又一
个挑战， 带领着身边的 “战友”，
走向更加光明的远方。

“我对民政工作的认识和理
解， 完全来自于亲身实践， 民政
就是 ： 想民之所想 ， 急民之所
急， 办民之所需。” 顺义区救助
管理站副站长闫鹏这样理解民政
工作。

2018年， 闫鹏来到顺义区救
助管理站。 “一开始接触救助管

理站的工作， 我认为只是为求助
人提供吃、 住和乘车凭证， 没什
么复杂的。 后来， 随着工作的深
入 ， 才发现我的想法有点狭隘
了。” 闫鹏表示， “每个前来求
助的人遇到的困难都不一样， 需
求也不一样。”

翻开闫鹏的工作笔记， 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日期时间、 一串
串电话号码， 这是为帮助长期滞
留人员顺利返乡， 联系他们户籍
地救助机构来京交接的工作记
录。 这些记录细致而周全， 有的
甚至已经精确到几点几分要做完
某项工作。 正是得益于这种认真
严谨的工作态度， 2022年春节前
夕， 来自江西、 湖北、 黑龙江等
7省份的9名长期滞留人员全部顺
利返乡。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救助站
作为基层社会服务机构， 承担了
较大的防控压力， 同时又不能以
防控为理由而拒绝救助服务， 这
其中的工作就考验着救助站的应
变能力和抗压能力。 这期间闫鹏
每天早晨总会提前到达办公室，
开窗、 通风、 消毒， 再到救助区

查看卫生状况， 检查前一日的工
作记录是否完整。 有新接收的受
助人员， 了解籍贯后预定火车票
将其护送至车站。 对救助人员居
室用紫外线消毒灯消毒， 通风换
气， 换洗被褥再次消毒。

2019年5月 ， 家住黑龙江的
15岁男孩小苗与家人赌气， 出走
至顺义区。 因小苗未成年无法找
到工作 ， 最终他来到救助站求
助。 闫鹏了解到情况后， 第一时
间联系了小苗的父亲， 但小苗的
父亲因故无法来京接领。 为了尽
快帮助小苗父子团聚， 闫鹏和一
名同事带上小苗踏上了高铁。 一
路上闫鹏都在耐心地宽慰这个处
于青春期的少年， 用真诚的话语
引导 、 帮助他更好地与家人相
处。

2020年农历大年初二， 一名
87岁的天津籍老人来到顺义救助
站寻求帮助。 经了解， 老人到顺
义访友未果， 此时已身无分文。
正赶上新冠疫情突发， 一时无法
协调属地救助机构， 只能暂时在
站居住。 在站的第十天， 老人突
然剧烈咳嗽， 闫鹏第一时间将老
人护送至医院， 通过初步检查，
排除了新冠肺炎和其他传染类疾
病。 鉴于老人年事已高， 可能患
有其他疾病， 闫鹏又协调了医院
的主任医师专门对老人进行了全
面检查， 并安排老人住院康复。

“我选择了民政工作， 能帮
助求助人走出急难困境、 与亲人
团聚 ， 我发自内心感到高兴 。”
闫鹏说， “帮助他们的同时， 我
自身也收获了成长。”

用新科技让用户生活更美好
北京市劳动模范、百度副总裁平晓黎：

顺义区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闫鹏：

平晓黎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