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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出生于云南的陈昆平操着一口流利的红河
方言。说起普通话就别扭的他，如今已看不出一点儿
祖籍陕西的痕迹。但他笔直的身板、瘦削的身材以及
每天早上固定在6点40分起床晨跑的习惯，却清晰地
显露出他曾是一名军人。

197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陈昆平差录取线几
十分，心里憋着一口气。次年，他入伍从军，成为一名
无线电报务员。为期一年的集训过程异常艰苦：发报、
记电码符号……手指打出了血泡，头发大把大把地
掉。但随着血泡变成老茧，他的发报速度有了飞跃性
地提高。1980年底，集训归来的他被分到报话班。当

时部队晚上10点熄灯，他就每天晚上在被子里打着电
筒学到12点。这样的日子，转眼过了7个月。直到
1981年7月考上昆明陆军学院，当年高考失利憋着的
那口气才彻底吐出来。

“部队和军校教育让我的人生观定了型。”陈昆平
对30多年前人们的奋斗精神记忆犹新，虽然那时每个
月只有7元工资，刚刚够买生活用品，但人们普遍对物
质要求不高，反而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更为强烈。“这样
的环境下，哪怕最差的人，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要做好每
件事情。”陈昆平说，只要一声令下，不管多苦多累的活
儿，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干！

部队和军校 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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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晚上10点，
雨幕模糊了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开远市的夜。
一个50多岁的
男子骑着摩托
车，在湿滑而空
旷的路面上小心
地行驶着。他看
上去有些狼狈：
瘦削的身子有点
儿发抖，雨水顺
着头盔不断淌下
来……
他，是开远市公
安局的老民警陈
昆平。最近一年
多，晚上10点还
没吃饭对他而言
是常事。他总是
泡在单位的电脑
前，但几乎没人
知道他在忙什
么。直到一个让
人震撼的消息传
来：这个连ABC
都不认识、没几
年就要退休的老
民警，通过7年
多的艰苦自学和
一年多没日没夜
的编写，硬是独
立开发出一套戒
毒康复人员信息
管理系统，而且
已经在全国知名
的开远市雨露社
区投入使用。

开远市公安局老民警陈昆平的奋斗人生

“奋斗本身就

是 一 种 幸

福。只有奋

斗的人生才

称得上是幸

福的人生。”

陈昆平的50

多年，从未停

止过奋斗。

2012年，陈昆平开始尝试着用所学知识开发软件
应用系统。一开始，他花了大约半年时间试着做了一
个文件传输系统，希望在网上完成文件的在线阅读、签
批等功能。“现在看来简直惨不忍睹。”陈昆平说，布局
难看、功能单一、字体颜色都极丑……就像刚刚学会写
字的人，就算用尽全力也难以写出好字。

之后的两年多，他又试着做了网络签到等
多个系统，但都因为不够成熟没有推出使用。

尝试中，他不断发现自己欠缺的知识并
通过自学“补课”。当发现自己的配

色和界面很难看，他就自学了
Photoshop技术。在不断
磨合实践中细细地查缺
补漏，使得他在软件开
发方面的知识和技
能日臻完善。

陈昆平的本职
工作经常要到戒毒康

复场所开展网络维护。
2016年到雨露社区时，他发现

内勤办公室、值班室堆满了厚厚
的台账。经向民警了解得知：一名戒

毒康复学员从入所到出所要填很多表格，
民警因此工作量很大。这触动了他：能不

能做个系统把这些台账管理起来，减轻民警的工作负
担呢？

他立即把想法向公安局领导进行汇报，得到了领
导的肯定和支持。得到了鼓励的陈昆平，对自己能否
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开发尚不确信。经过斟酌，
他决定先做个小系统试一试。当时，戒毒学员进入戒
毒康复场所时都要填基本信息表格，有50多项内容，如
果出所后复吸再次入所，又要再填一次表格。他由此
入手，开发了一个能够录入信息、随时调取表格的系
统，得到雨露社区的民警认可后，他又开始进一步扩展
系统功能……在专注于系统开发的500多个日日夜夜
里，他没有休过一次假，没有外出旅游过一次，甚至连
女儿生孩子都没有去昆明看望。

2018年1月，戒毒康复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终于开
发完成并投入使用，系统分为信息采集、日常管理、医
疗医务、信息查询、数据统计、档案管理、值班交班、台
账管理8个主要模块，涉及近60项管理内容及信息表，
不仅实现了戒毒康复人员的全时信息管理，而且可以
进行多元数据分类统计，为职能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使用中的系统还要不断维护和完善。”陈昆平自
豪地说：“但不管要怎么调整，我都有信心完成。”去年
初，陈昆平因其卓越贡献和奋斗精神，被红河州公安局
记三等功。此时，他已经57岁了。

新华社记者 王研

从“青铜”到“王者”成功秘诀只有奋斗

部队工作期间，陈昆平在上级办公室平生第一次
见到了电脑。那时还是DOS版本，看到战友打着英文
命令，他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看到屏幕上发生的变化，
他迷茫又兴奋……“我觉得这东西又新奇又宝贝，想碰
又不敢碰，生怕给碰坏了！”

直到1997年转业到开远市公安局机要通信科后，
他才真正触碰到了电脑。在老科长手把手地教授下，
他很快学会了电脑操作。

2010年，红河州公安局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对各县（市）
公安局进行软件系统使用培训，陈昆平负责会议保障。虽
然不属于培训对象，但一直对软件系统深感兴趣的他，却全
神贯注地听完了全部培训内容。在输入框里输入信息，一

个按钮就能把资料存储起来，需要的时候再输入查询信息，
就可以把需要的资料再提出来……此时，一个想法渐渐在
他心里萌芽：要是我会开发这样神奇的系统就太好了，自己
办公室里就再也不会有那一摞摞码得高高的台账了。从这
以后，这个念头三天两头地在他脑海中冒出来。按捺不住
的他找人多方打听后却泄了气：大家都说软件系统开发很
难学，很多大学生学了4年，最后也没干成这个工作。

那时，陈昆平周围还没有人会软件开发，想到自己
年纪大了更难学，他一度打了退堂鼓。但要自己开发
软件系统的想法总是萦绕着他，终于，他下定了决心：
不管能不能学会，先学起来再说！

那一年，陈昆平50岁。

第一次见电脑 他想碰却又不敢碰

连ABC都不曾学过的陈昆平，学习起艰深的软件
系统开发来所经历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刚开始，他直接买书回来看，结果发现连入门书籍
都看不懂。他只好上网查询最基础的概念。渐渐地，
他在不断摸索中总结出了一套独特方法——对每个知
识点，他都先上网下载相关文章，然后一字一句地对这
些文章反复阅读、推敲和琢磨。

如果下载的文章也看不懂，他就先去网上搜索相
关的教学视频，把需要的内容一张一张地截图，之后仔
细揣摩每张图片……视频看懂了，就去看文章；文章看
懂了，就去看书；等书也看懂了，他就开始在电脑上实

际操作、检验。
“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很难。但每学会一个知识

点，那种快乐和成就感也是无法言喻的。”陈昆平说。
整个过程就像障碍赛，一关一关地过、一个坎一个坎地
迈、一堵墙一堵墙地翻……每天，他都利用午休时间学
习一个半小时，下午6点下班后，再在办公室里学一个
小时左右才回家吃饭，吃完饭就泡在电脑前直到晚上
11点多。有时，他在办公室学到某个知识点的紧要关
头会忘记时间，妻子在家热了三四遍饭他人还是没回
来。妻子为此常常抱怨，女儿也不愿跟他讲话，因为总
看到母亲辛苦操持家务、父亲却痴迷在电脑前。

两千多个日夜“绣花功夫”刻苦自学

研发“程序猿”
从ABC不识
到成为

陈昆平查阅软件
系统开发的书籍
开远市公安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