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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CEO
一次“意外”萌生的创业灵感

一张“黑卡”、一张“白卡”，外表与普通银行卡相似，内里却
大有乾坤，这就是马健瑞及其团队研发出的“智能便携安全定位
器”。这张小卡片内嵌全球通用的SIM卡、定位装置和录音装置。使
用“预警功能”就可在日常出行中监测个人定位，遇到紧急情况时

“一键报警”，个人位置、环境录音等信息就会发送给预先设置的警
方和家人。

如今，这张卡片已与全球167所高校的警力系统直连，以保障留
学生的人身安全。

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一位年仅21岁的年轻人。出生于1997年的
马健瑞，在去年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攻读地球环境
与工程专业硕士。

5 年前，还在上高中的马健瑞，经历了一次姐姐的“失联惊
魂”。当时在美留学的姐姐归家途中失去了联系，家人在国内心急如
焚。所幸，几小时后姐姐有了消息，是因为校车故障、手机又恰好
没电，虚惊一场。

“当时我觉得特别无助，非常担心，但又不知自己能做什么”，
回想当时的情景，马健瑞仍心有余悸。“‘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时
父母甚至想直接买机票去美国。”他说。

安全，一直都是家长和学生在考虑留学时最关注的话题。有数
据统计，2017年共发生过至少 34起中国留学生安全事件，就在 3个
月前，还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在德国东部城市耶拿遇害的惨剧。

自己有了“留学生”身份之后，马健瑞对“安全”的直观感受
更加清晰。他碰到过拦路要钱的当地不法分子，也收到过学校发送
的提醒学生注意人身安全的邮件。如何能用技术来为学生的安全提
供保障？“留学生最理解这种需求，需要有留学背景的人站出来做这
件事情。”马健瑞告诉本报记者。

“蹄子”步伐稳
踏出一条别人不曾走过的路

志同道合，谋事可成。在马健瑞的创始人团队中，两位“95
后”、一位“90后”，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也给了他们一往无前
的勇敢。马健瑞与国内的技术研发人员合作，在今年 5月 29日，正
式推出了自己的安全“黑卡”。

“蹄子科技”，是在正式注册公司时，马健瑞想出的名字。
蹄子，脚踩土地、目视前方、步伐坚实，每个脚印都是前行路

上的注脚。“‘蹄子’的企业文化，一定要‘向善’”，马健瑞说，
“我们现在拥有批量的用户数据，我们会注意保护好这些数据，因为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时刻为用户考虑。”

“也许有人觉得这条路不可行，那么‘蹄子’就一定要踏出这条
路，让大家知道这是可行的、能够做成。我们用‘蹄子’把我们的
关怀送到用户身旁，也希望通过‘蹄子’把我们的团队带到一条康
庄大道上。”马健瑞说话间带着这个年纪少有的坚定。

一张安全卡片，涉及多方利益，谈合作的过程并不容易。让马
健瑞欣喜的是，已经有一所学校正式提出要订购“黑卡”。这将令他
与学校的合作从单纯的连接警力系统，发展到更深层次的产品意向
购买。在他的设想中，这张卡片未来也会在国内得到应用，降低一
些出行场景的潜在安全隐患。

留学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
曾几何时，留学是多少学子的梦想，异域的文化、先进的教学资源、新奇的商品，每

一样都充满了吸引力。然而，随着留学安全事件的不时发生，今天的留学生在出国前，听
到最多的叮嘱是“注意安全”。

多方合力 铺就留学安全“通道”

2014 年 7 月 24 日凌晨，美国
南加州大学研究生纪欣然在结束
小组学习步行回住处时，遭到4名
歹徒暴力抢劫，纪欣然挣脱逃回
住处，第二天清晨被发现时已经
死亡。歹徒之一的格雷罗在接受
法庭审理时曾表示，作案原因只
因“他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有
钱”。

面对中国国力的迅速发展，
国外一些媒体别有用心地对中国
进行“妖魔化”报道，使得一些
外国人对中国人产生错误认知和
厌恶情绪。作为留学生，只能从
自身做起，提高防范意识，采取
防范措施自我保护。夜间危险发
生的概率相对偏高。因此，留学
生应尽量避免夜间出行，尤其要
避免夜间单独出行。如果实在无
法避免，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时刻警惕周遭变化。临行前，将
自己的行踪告知友人，平安归来
后也要记得向家人报一声平安。

即使在白天、在热闹的
地段，也潜伏着危险。2016
年1月16日下午，美国亚利桑
那州，中国留学生江玥驾车
在等红灯时被后车追尾，随
即遭到后车司机枪击身亡。
2017 年 6 月 9 日下午，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中国留学生章莹
颖在坐上一辆轿车后失踪至
今，犯罪嫌疑人为同校物理
系研究生兼助教。初来乍到
的章莹颖，遇到来自校友伸
出的“援手”，放松了警惕。
我们无法预知危险何时会降
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时刻
绷紧人身安全这根弦，尽全
力保护好自己、与同胞相互
帮助。

中国使领馆是留学生强
有力的后盾，应存好、最好
背下使领馆的电话，遇到突
发事件及时与使领馆联系，
寻求帮助。

使 领 事 馆 也
在不断加强留学
安 全 教 育 工 作 。
章莹颖案件发生
后，中国驻芝加
哥总领事馆曾为
周遭中国留学生
组织了一堂安全
培训课，课上曾提到：80%留学生没有应对安全威胁
情况的经验，60%对急救常识不太了解，20%不知道
如何正确面对心理问题。可见，使领馆定期举办类
似活动，教授相关安全知识，对于提高留学生的防
范意识和能力十分必要。

此外，留学生中也有因自身过失而意外身亡
的。近年来，“中国留学生酒驾”“中国留学生飙
车”的新闻时有发生。9 月 17 日凌晨，美国宾州州
立大学一名 21 岁的中国留学生因酒驾发生严重车
祸，当场死亡。身在国外，要熟悉并严格遵守当地
交通规则，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对他人
负责。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国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
着国家。面对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误解，
留学生更应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树
立良好的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形象。

本报记者 徐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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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黑卡”
筑牢的生命防线

——在美学子研发报警卡片的故事

本报记者 孙亚慧本报记者 孙亚慧

姐姐的那次“失联”，让马健瑞前
所未有地意识到：在外留学，安全重于
泰山。对于家人来说，成功与失败都不
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一个‘完
整的’自己平平安安带回家。”他说。

年轻是优势，也给马健瑞带来了“烦恼”。“谈判中，经常会有
人因为我年轻，就认为我‘不靠谱’”，马健瑞有些无奈地说。“他
们是按照刻板印象给我贴了标签。”

学业和创业的千头万绪，让马健瑞觉得自己变得“健忘”。“现
在，我们公司处在‘死亡谷’阶段，每天都是极大的考验。企业的
发展方向、人员招聘和配置、员工情绪如何引导，所有的这一切都
需要整合。要谈外部合作、也要谈团队建设。”马健瑞如是说。对于
公司的未来，他在心中有着自己的规划。为了撕掉“年轻”标签背
后的“不信任”，他在合作谈判过程中努力突出专业性，他说，“当
初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这个产品能成功，可是现在做成了，我们是用
技术和全身心投入为自己正名。”

马健瑞是学生身份的创业者，但却并不喜欢“创业者”这个标
签。他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一个“满足他人需求的人”，关注留学生的
安全需求，用技术来保障留学生的安全需要。

“如果没有创业，我也闲不下来”，马健瑞在电话那头笑着说，
“可能会去入伍参军，做特种兵。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个英雄梦吧，如
今创业，也算实现了我想要保护别人的心愿。”

在马健瑞的设想中，未来的安全“黑卡”应用维度应该更广
阔，涉及更多生活场景。现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4
国都有“黑卡”用户，他相信，随着团队不断扩大，后台客服将不
仅支持英语国家，也会增加其他小语种国家，覆盖更多服务对象。

下个月，马健瑞将正式毕业。他已订好了回国的机票。“回来继
续把‘蹄子’做得更大、更好，让它跑得更远，保护更多留学生。”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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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和拼搏为自己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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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留学安全

右图：21 岁的学子马健瑞发明了“黑卡”智能便携安
全定位器。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插图来自网络）

1997 年出生的马健瑞，在国内读了两年本科
后，大三时转到了美国奥本大学继续学习。在美学
习期间，“黑卡”的创业计划逐渐清晰。在他看来，
自己的企业文化一定要“向善”，这个创业初心不能
变。

最忙的一次，他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为谈合作
去了15个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他自
认为很享受如今的生活状态。同时，得益于国家对
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大力扶持，公司的发展也越来
越好。有多家公司也表达了想投资“黑卡”的合作
意向。“蹄子”正朝着它的目标一步步迈进。

上图为马健瑞 （右） 正在跟奥本大学招生官介
绍自己的创业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