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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陈根浪
以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宁波全域一码通背后的故事

现如今仍是宁波市民出行、入学等日常生活
必不可少“硬指标”的宁波全域一码通（甬行码），
在微信平台超500万人注册。它的创建团队是浙大
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副院长陈根
浪教授和他的师生团队。

忘了出入证塞在哪个口袋
陈教授进出小区遇尴尬

2月18日“宁波全域一码通”全面推行，这个
根据后台大数据研判，采取动态管理，每日更新
的二维码，成了市民通行“硬指标”。

此前，市民拿着纸质凭证出入小区，社工测
温后用笔头记录，是小区防控常态。2月初，陈根
浪所在的鄞州区百丈街道演武社区也一样。

“有次买菜回来，手里拎着两大袋东西，出入
证也不知道塞在哪个口袋，袋子放下，东西滚了
一地，很狼狈。”陈根浪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数据
学院的教授，他领衔组织了一个智能物联网与大
数据工程应用团队，“实验室（团队）成立五年，每
年有10多个项目。”就在今年年初，陈教授及其团
队开发的宁波城市个人信用分——“天一分”平
台启用。

“工作人员很辛苦，但工作效率不高，现在手
机应用这么广，完全有条件通过手机进行操作。”
这是陈教授观察一圈得出的结论。

“这个数据在纸头上，是死的。它的用处就
是，假如有人确诊翻纸头能排查，但这个太滞后
了，翻起来也不容易。”陈教授最擅长的就是把死
的数据给用活。2月2日，他打电话给演武社区党
委书记王凌，想为演武社区搭建一个信息化平
台，帮助社工做好防疫，并得到了支持。

当天晚上，他拉了个13人的群，这里面除了
学院师生，还有3个从他的实验室走出去的毕业
生。陈根浪负责搭架子设计功能，师生负责产品开
发和功能实现，当天晚上这群人聊到凌晨三点。从
此，凌晨三点下班成了这个团队的约定时间。

为让甬行码更接地气
和社工志愿者打成一片

2月4日凌晨，这13个人的团队用了40多个
小时，研发了“社区疫情防控及风险分析平台”1.0
版，功能包括小区居民信息注册、小区居民出入
登记和社区疫情风险分析等，这是“甬行码”的雏
形。

系统推广应用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功能没
实现？陈根浪像个产品经理，到各个卡点去看去
问，社工、志愿者都认识了这个陈教授。

“他们说老人、小孩不会用手机。”陈根浪当
天晚上组织团队，增加了家庭及同住人员信息填
报的概念。2月7日凌晨2.0版本推出。

“一开始只想减轻社工负担，后来想如果用
的社区多了，数据达到一定量级，对分析研判疫
情很有价值。”很快，这个社区疫情防控及分析平
台被广泛使用。为了便于下载，陈根浪又推出3.0
版本，也就是二维码版。

陈教授研发的平台，也正是宁波市公安部门
在着手做的事情。考虑到陈教授的平台有一定基
础，公安部门工作人员与陈教授对接上了，他们
希望结合公安更多的信息，进一步完善该系统，
并计划在全市推广。这个消息，犹如一剂“强心
剂”让整个研发团队为之振奋，大家夜以继日完
善方案。

“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益想法，没想到有
机会在全市推广，这让我们的团队更有动力了。
我们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相应优化调整。”
陈根浪说。

2月15日上午，该系统的“4.0版”，如今正在
使用的“甬行码”（微信版）出炉。今年4月，陈根浪
及其团队正式将“甬行码”移交给公安机关。

带领团队学生参与甬行码开发
学生进步是陈教授的快乐之源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甬行码”系统的研发
团队中，还有9名在校生，他们均为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数据学院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的大
三学生，都来自陈根浪教授领衔的“智能物联
网与大数据工程应用团队”。这些同学在团队
教师的带领下，共同参与到这场群防群控的抗
疫斗争中。

他们各自有分工又协同合作。团队成员
王豪博主要负责居民出入的注册登记和微信
服务端相关程序。从2月4日系统上线，王豪
博就开始协助团队完善系统功能。“白天系统
在被使用的时候不能做测试，只能每天晚上
十点之后开始改代码，我们改到过凌晨三四
点。”疫情面前，团队需要和数据共舞，与时间
赛跑。

“甬行码”系统存有大量社区信息，这些信
息需要被准确记录、精细更新。孔德泽协助团
队完成这部分工作，他对已提交的街道、小区
申请信息进行审核，对已开户小区信息的增删
改查，“我之前也做过用于医院、实验室的信息
增删改查类项目，曾经的积累给了我完成这部
分工作的经验。”

“甬行码”系统能根据社区居民每天的出
入情况生成柱形图，并由此分析该小区的风
险，这部分后台管理系统（web端）数据的统
计和展示由于博洋协助团队完成。“前期要做
的东西很多且时间也紧，数据展示又涉及居民
安全健康，更要加倍小心，项目开始时基本全
天都在写代码。”于博洋说。

团队成员杨斌杰协助团队完成了二维
码的生成，沈思怡和林依婷负责设计前端页
面并进行美化后呈现，张凡负责身份证与省
份的匹配，陆晨完成微信端小程序的跳转，
魏佳楠利用软件帮助程序进行减压和处理
数据。

对于陈根浪来说，用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是一个科技人的社会担当；团队学生通过甬行
码的开发，技术上更进一步，社会责任感进一
步加强，是一个老师的情怀使命。

陈根浪(左一）团队

疫情无情，但人有情。这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是一场特殊
的考试，在甬高校，交出了一份
高分答卷，数以万计的师生，成
为最美坚守者。

1 月底，浙江万里学院保卫
部部长安保干部沈威和他的同
事们，以极强的责任心和高科技
手段筑起一张牢固校园防护网。

2月3日，宁波大学高等技术
研究院的工作间里，徐毛毛正在
加工硫系玻璃，这是用于红外线
测温仪的光学元件。

当天，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
授陈根浪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
社区疫情防控系统，这款小程序
日后成了宁波市民出行必备的

“甬行码”。
宁波诺丁汉大学外籍学者

艾历·切希博士这个时候正在宁
波家中“闭关修炼”，20 多天后，
他拿出一份10多页的报告，为疫
情中的城市复苏提供决策参考。

更 多 的 师 生 ，通 过 手 绘 海
报、拍摄视频、创作歌曲和诗歌
等各种形式发声，表达自己相信
中国战疫必胜的信心以及对奋
战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崇高
敬意。

我们看到，全市共派出 6400
余名中高职学生到 3029 家企业
帮助复工复产，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集中进行了深度报道。

我们看到，在防“疫”大后
方，广大教师利用网络云课堂，
确保“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我们看到，在开学复课时，
广大教师做好市开学复课专班
日常工作，合力保障全市高校安
全有序开学，教育教学逐步转入
常态化。

疫情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
个插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每一个人都在坚守，用自己
的方式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每
一个角色都在用心演绎，积极投
身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这个不一样的 2020，让我们
致敬最美的坚守者！

一份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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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最美坚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