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健康码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化治理在

疫情防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编制它的是一群爱

敲打键盘的年轻人。他们把一个个看似没温度的

代码敲入电脑，为我们带来了有温度的生活。

黎灿德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一过完年，黎灿

德就早早从广西南宁老家回到杭州。尽管公司复

工一再推迟，不过，因为“每日互动”是一家互联网

公司，大家在家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在黎灿德之前，已有不少同事加入到由政府

牵头、抽调多家公司精干力量临时组建的“健康

码”团队。产品需求、开发测试、热线客服⋯⋯当

普通人还在居家隔离时，这群人已忙到飞起。

2020年2月15日，周六，难得一个可以睡懒觉

的日子。早上10点多，黎灿德在出租房的床上醒

来。微信对话框里显示领导发来的好几条信息。

“上午 10 点，到这里。”消息发自凌晨 1 点，附

带了一个定位地址：杭州西溪路创投中心。

字越少，事越大，况且连发三遍。

黎灿德抓紧洗漱，总算在中午11点左右赶到

了创投中心。那是一间“临时作战室”，位于二楼，

电梯停运，测温、签到、核对信息、放行⋯⋯经过层

层关卡，他抵达“战场”。

大会议间里，放置了一排排临时工位；几间会

议室里，安排了不同的工作小组。那时的杭州，街

道清冷，这里却热火朝天。

黎灿德负责的内容是产品需求，20个人安排

在了一间会议室。每天早上10点开始上班，与上

一班同事对接；12 点开始接收投诉复核组新反馈

的需求；下午4点，需求收集完毕，进入开发；晚上

12点前，开发结束，进入测试；第二天凌晨3点，新

版上线；次日7点，投诉复核组新一天的需求又不

断传来⋯⋯时间在这里被不断压缩，休息是奢侈。

饿了，扒拉几口盒饭；累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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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平方米的会议

室里男生安安静静地坐

着。他个子不高，戴着黑

边眼镜，一身 oversize 风

格的卫衣+羽绒服，面前

一台笔记本电脑，斯斯文

文，完全一副大学生模样。

“1995年啊？你可真

年轻。”听到钱报记者这样

的评价，黎灿德小眼睛一

眯，笑了。

这个高考数学超过

140 分，计算机专业出色

的理科男，日常工作围绕

着代码、需求、迭代打转。

没想到，当这些冷冰冰的

词汇遇上疫情，碰撞出了

一个超级热词——健康

码。

2020 年 2 月 9 日，杭

州余杭区率先在支付宝推

出健康码，杭州、金华、丽

水⋯⋯时间以小时计，这

一方式被快速推广。2 月

17 日，浙江 11 个设区市

健康码全面上线，这也意

味着，浙江成为全国首个

“健康码”全覆盖省份。从

0到1，运用数字技术赋能

疫情防控和安全复工，这

背后，是一群最早复工、最

早投入到“战疫”中的互联

网人，其中就包括了像黎

灿德这样的95后。

初生牛犊，不负众望。

见过凌晨1、2、3、4、5点的杭州，历经16次产品大迭代

他们这样让绿码成为“护身符”

95后编码者黎灿德：
参与健康码研发，是我的幸运
本报记者 朱丽珍 丁原波 通讯员 王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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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

小遗憾
因为疫情影响

，今年家庭聚会取消了

，小

时候带自己长大的外婆去世也没能送最后一程

。

2021年的

小愿望
能有机会多陪陪家人

，尤其是外公

，期待疫

情不要反复

，春节能回家

，家人能正常走动

。

小小一个码，背后是复杂浩大的工程，涉及技

术、产品、客服等多个领域。从0到1，大家都在摸

索，一丝丝“稍欠考虑”，就意味着第二天会接到成

百上千个热线电话。

2月11日，在黎灿德进入团队之前，杭州健康码

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几天，申请量每天成倍增长，

从0到1
大家都在摸索

黎灿德说，自己是一个平凡人，只是参与到了

不平凡的事件中。“是幸运吧。”顿了顿，他又改口，

“如果反推的话，需要疫情来实现这样的幸运，我

宁可不要。”

因为疫情，黎灿德和每个普通人一样，留下了

很多遗憾。但这一年，他也收获了很多感动。加

入健康码团队那段时间，黎灿德每天上班进出小

区，但没有通行证，只能偷偷溜出去。偷跑了两次

被抓住了，门卫追着问他到底是什么工作，黎灿德

说自己在开发健康码，拿出手机，翻出工作群里的

聊天记录。从门卫大叔得知真相那天起，黎灿德

感觉受到了特殊待遇。那段时间，他一件羽绒服

穿了一个月，头发长到盖住眼睛。到3月份，他有

时候半夜就能回家，门卫远远认出他，不用开口，

就给他开门放行，偶尔还要拉住他，问问他工作是

否顺利，辛不辛苦。直到后来，黎灿德才从另一个

门卫大叔那里得知，这位知道他在开发健康码的门

卫，特意把自己的班都调成了晚班，只为他认识黎灿

德，可以在他半夜回家时，及时地给他开个门。

身边的同事，也带给他很多感动。徐峥是每

日互动健康码开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

产品测试工作。从大年初二拿着家里唯一的买菜

用的通行证出门后，他就一直没有回家。直到 2

月 14 日凌晨 4 点，徐峥偷偷回家看老婆，看着熟

睡中的妻子又不忍叫醒。第二天一早，家人还没

醒，徐峥又回去上班了。

据了解，疫情期间，每日互动公司先后投入人

员300多名参与健康码的相关开发维护工作。

健康码正常运行的背后，是他们在默默付出。

一路收获着
小感动C/

12345电话被打爆。

为什么一家人轨迹一样，健康码颜色却不

同？为什么高速上开了一圈，健康码就变色了？

为什么⋯⋯

各种反应系统Bug、健康码颜色有误等问题的

电话声此起彼伏。2月12日天没亮，“每日互动”公

司6人临时小分队赶到12345热线现场，进行办公。

问题出现，不怕，难在需要快速解决。

健康码开通老人、儿童代办功能后，某天的下午

4点，投诉复核小组接到一个特殊电话：有家长反映，

自己为孩子代办健康码时无法操作。黎灿德和同事

抓紧排查，发现家庭A孩子的身份证号，竟然被家庭

B代办了，原因是两个家庭的孩子，身份证号只相差

一位，家庭B在代办时输错了号码。一次手误，给两

个家庭带来了麻烦，这都暴露出版本还需要完善。

初期，健康码强调“码”的颜色，二维码很大，

显示时间的字体却很小。但在地铁等人流量较大

的场所，不少安检人员都反映，字太小，看起来费

劲，常导致入口拥堵。从图大字小，再到显示时间

的字体大，日期的字体小，再到日期和时间显示都

做突出处理⋯⋯光显示时间和日期的字体，前前

后后就调整4个版本⋯⋯

到后期，又有用户打来热线，提出健康码显示

人名，感觉暴露隐私，团队又对姓名显示做了调

整，可以由用户自己选择是否隐藏。

这看似小小的变化背后，其实都有编码人的

努力。短短5个多月，黎灿德数了数，自己经历了

16 次涉及健康码赋码规则修改的大迭代。健康

码一路都在做着各种细节微调。

黎灿德（左）和小伙伴们在“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