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5 日，“抖音寻人”
七周年沟通会在京举办。7年
时间，帮助2万余个家庭重新
团聚，这是科技与社会善意
发生的奇妙化学反应。茫茫
人海中，许许多多为了帮助
陌生人的团圆而奔走的“寻
人志愿者”，让寻亲路上的人
们不再孤单。沟通会上，多
位志愿者讲述了他们暖心的
寻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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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失孤》原型人物郭刚堂：

“找到儿子，不是我寻亲
的终点”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家住山东
聊城的寻亲志愿者郭刚堂一天都没有
休息，他带着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志
愿者一起，一直在忙着为烈士寻亲。
对于确认身份的烈士，郭刚堂和志愿
者们一家家地上门拜年，“新年了，
替烈士们看看他们的爹娘。”

郭刚堂是一位24年如一日坚持
寻找丢失孩子的父亲，曾经骑着摩托
车跑遍了大江南北，骑行超过50万
公里，骑坏了超过10辆摩托，他的
故事也被改编成了刘德华主演的电影
《失孤》。“只有一直在路上，我才觉
得自己是一个父亲。”郭刚堂说。

2021年的那个夏天，在公安机
关“团员行动”的帮助下，他终于找
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郭刚堂说：

“跑了24年，几乎跑遍了全国每个角
落，确实累了。刚找到儿子的时候，
也想过回归生活，不再奔波了。”

找到儿子的第一个中秋节，郭刚
堂24年来第一次吃上了团圆饭，但
他心里仍然有挂念。24年的寻亲经
历，让郭刚堂结识了许多有同样经历
的父母，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找到
了，还有很多的孩子没找到，他不忍
心停下，“我想我的经历可能也是他
们的一种希望吧。”

“说再多不如去行动来得实在。”
郭刚堂想让寻亲的家长们明白，寻亲
门槛不再像过去那么难了，白天忙生
计，晚上打开手机就能寻人。

郭刚堂从走失孩子的父母中，挑
选有代表性的，拍摄剪辑，发在自己的
社交平台上。“比如1998年走丢的小
清帅。他没满百天，就在妈妈出门的片
刻被人从家里抱走了。”这是特殊的一
类，和郭刚堂自己的孩子相似。

也有因为历史原因流离的。20
世纪60年代，哈尔滨女孩小丽在火
车站附近和哥哥不慎走散。小丽后
来流落山东聊城，被一个老人抚养
长大。残存的记忆里，隐约只有哈
尔滨东站这个粗略的地名。郭刚堂
发出这条视频后，一个东北的大姐
留言，说父亲就在老火车站工作，
可以提供线索。郭刚堂立即为二人
建立起联系。遥远的记忆，逐渐有
了回响。

“虽然两个案例都还没有找到亲
人，但他们有了更多的希望。”郭刚
堂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用尽全
力，也只是一个人的力量。但我找到
孩子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平台和科技
的力量。要是发动100个人都用1%
的劲儿，也就成了100分的力，寻亲
也会事半功倍。”

近两年，郭刚堂终于沾枕头就能
睡着了，这样的好日子他原来不曾想
过。从寻亲者到寻人志愿者，郭刚堂
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
他要继续在路上，“为更多寻亲者撑
伞，给他们带去希望。”

“中国好人”甘彪：

“寻亲的接力棒会一直传
下去”

四川省邻水县石永镇，有一家开
在仿古街的烧烤店，很多客人来这里
不为吃烧烤，只为奔赴希望而来。烧
烤店主人名叫甘彪，他的另一个身
份，是寻亲志愿者。2018年至今，
甘彪帮助28个家庭团聚。

回望做寻亲志愿者的这些年，在
甘彪眼中，每位寻亲者背后，都有一
个心酸的故事。不同的是，一些人找
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而一些人还继
续走在漫漫寻亲路上。

甘彪说，自己做公益的初心源于
2015年。当时，退伍不久的他经营
着一家烧烤店。一位出现在烧烤店附
近的老人引起他的注意。“老人患有
听力障碍，很难沟通，不知道自己从
哪里来。平时老人就睡在窝棚里，靠
着种撂荒土地为生。”从此，甘彪常
常接济老人。

“派出所一直在帮老人寻亲，但
始终没有成功。居委会也找到老人反
复做工作，希望将他送往敬老院或收
容所，但老人一直摇头。”看着老人
嵌满风霜的脸庞，甘彪下定决心帮助
老人寻找家人。

在帮助老人的过程中，甘彪认识
了摄像师老陈。老陈今年60岁，因
为儿子失踪，他对老人有种“同病相
怜”的感觉，开始和甘彪一起帮助老
人。

“值得高兴的是，后来，在甘彪
的帮助下，我也成功找到失散多年的
儿子。”老陈说。

2018年，在老陈的帮助下，甘
彪发出第一条寻亲视频，“虽然没有
回音，但也有心理准备，一条不行就
发100条，一天不行就发一年。”

2019年，就在甘彪为老人发布
了426条寻亲视频后，老人的一位远
房侄女看到了视频。原来老人名叫彭
仁德，年幼时因生病患上精神疾病，
于 2008 年 8 月在重庆市梁平区走
失，老人的亲人马上赶到邻水，将老
人接回了家。“那天，我第一次看见
老人笑得像个孩子。”甘彪说。

2021年的一天，甘彪收到了来
自河南的李景伟的私信。与亲生父母
分离30余年的他，希望甘彪帮助自
己找到亲生父母。凭着 4岁时的记
忆，李景伟画出了家乡的模样，低矮
的瓦房和屋后连绵的群山栩栩如生。

在甘彪的不断鼓励下，李景伟面
对镜头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大数据
的支持下，甘彪发布的李景伟寻亲视
频被精准投放到云贵川地区。“我们
用14天时间拍了8条视频，没想到
很快就等来了线索。”李景伟的母亲
通过视频看到了儿子，欣喜万分。

寻亲路上，李景伟第一次发现，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像他一样苦
苦寻觅家的方向，却不得其所。于
是，寻亲成功后，李景伟选择加入甘
彪的寻亲队伍。

就这样，一个帮一个，一个传一
个，甘彪身边慢慢有了一个小团队。
借力于社会各界资源的高效链接，甘
彪团队帮助到的家庭越来越多，寻亲
也越来越快速。现在，邻水县城的
甘彪寻人志愿者团队已有 10 位成
员，“寻亲的接力棒会一直传下去。”

随着更多人加入，甘彪和志愿者
们不断总结经验，他们希望制作的视
频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助力更多家庭
的团圆。如今，烧烤店成了志愿者团
队的聚点，他们会聚在一起研究寻亲
者的求助信息，只为见证更多的团圆
时刻。

“全国最美志愿者”张世伟：

守护更多人的“团圆梦”

“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负责
人张世伟记得，在广东东莞清溪镇第
一次见到阿恒是在2019年。“看着他
迷茫地在路上溜达，我就上前和他搭
话，但他一直不怎么理会。”此后，
张世伟常会去看阿恒，但阿恒从未开
口。直到今年春节前，阿恒终于说出
了第一句话：“想家了。”

原来，9年前，阿恒在东莞打工
期间遭遇车祸，导致丧失部分记忆，
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只记得自己
是江西萍乡市的，但是具体位置记不
清了，我们的志愿者就从区县到村
镇，拿着地图挨个让他认，通过联系

当地志愿者，经过反复核对最终帮他
找到了家人。”张世伟说，他的家人
来了以后才知道，他哥哥曾经多次到
东莞找他都没有结果，“好在时隔9
年他们终于团聚了，今年终于可以开
开心心地过个春节了。”张世伟说。

7年间，张世伟见证过无数次这
样的团聚时刻，但他还是会流泪，

“每次看见他们团圆的样子，都会更
加坚定我帮人寻亲的信心。”

“我帮人寻亲，其实缘于一件小
事。”多年前，张世伟从安徽临泉县
到东莞打工。一天，他在街头碰到一
位老奶奶，“看她很迷茫地在街上瞎
转，询问之后才知道，她可能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已经迷路几天了，想不
起家在哪里。”张世伟立即报了警，

“不久后，老奶奶的家人就来接她，
抱着她哇哇大哭，那个画面我至今都
记得，对我触动很大。”

“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打
工仔，做着普普通通的工厂流水线工
作，但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只要用
心观察，就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
人。”此后，张世伟开始有意识地为
更多人寻亲。

通过组建QQ群，越来越多走失
者的家人找到张世伟，也有很多爱心
人士加入寻人的队伍。于是，2016
年，张世伟顺势创建“让爱回家”寻
亲网。

这些年，“让爱回家”已经有
256支服务队，110家工作室。张世
伟和他的团队已经成功帮助数千个失
散家庭团聚，然而张世伟知道，这条
寻亲路并不好走。

“很多走失者像阿恒一样，很抵
触和志愿者说话。有些走失者身患残
疾或者精神类疾病，无法沟通，这些
都为我们的寻人工作增加了不少难
度。”对于不信任的走失者，张世伟
和志愿者们就经常去看望，并不上前
打扰。对于难以沟通的走失者，张世
伟就不停地沟通，争取发现更多细节
和线索。

“选择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
去。”张世伟坚定地说，“希望未来我
们能够利用互联网链接更多善意，帮
助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守护他们
的‘团圆梦’。”

让爱照亮更多回家路让爱照亮更多回家路
——来自“寻人志愿者”们的爱心故事

本报记者 郭 帅

吉林省农安县合隆镇孙家窝堡村
一处农家小院内，院子虽然不大，但
处处收拾得干净而温馨。这家小院的
主人名叫祁立波，是孙家窝堡村小学
教师。

走进屋内，祁立波正在为哥哥擦
脸，她看了看墙上的钟表，心里有些
着急。她要为哥哥做好饭，再帮助他
上个厕所，然后马上赶去学校上班，
不抓紧时间，她肯定要迟到了。这样
的日子，祁立波已经过了 30多年，
早已习惯了。

春节前，哥哥因为旧病复发，再
次住进了医院。“最近回到家里状态
不是太好，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了，只能眯着。”说起哥哥，祁立波
黯然神伤，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祁立波的童年原本是在无忧无虑
中度过的，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和哥
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岁那年，
祁立波的父亲意外身亡，两年后，母
亲也因病离开人世。生活带来的巨大
变故，让15岁的哥哥无法承受，随

即患上了重度精神分裂症。
奶奶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干

不了重活，为了维持生计，年少的祁
立波辗转于田间地头和本地工厂，下
田地除草、去厂子打工、帮村民做手
工艺品……

虽然扛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但祁
立波依然坚持读书，且成绩优异。
2005年，82岁的奶奶撒手人寰，哥
哥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生活的重担
全部压在了祁立波一人身上。因为收
入微薄，祁立波从不舍得给自己添置
衣物，把省下来的钱给哥哥买牛奶和
鸡蛋。“只要有一口吃的，我也要先
给哥哥吃。”祁立波说，她只有一个
信念，就是照顾好哥哥，因为这是她
唯一的亲人。

年少痛失双亲，与生病哥哥相依
为命，但祁立波总说自己并不孤单，
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成为她支撑下去的力量源泉。“我和
哥哥还小的时候，总会收到社会爱心
人士送来的一些衣物、生活用品和爱

心善款。这些年，派出所的民警还经
常会帮我送哥哥去医院。学校老师在
生活和工作上给予我很多帮助，学生
也给予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说
起自己一路上得到的帮助，祁立波眼
中噙满了泪水：“这些爱让我一直对
生活充满了希望，虽然日子艰难，但
我一直非常感恩。”

虽然生活的担子很重，但祁立
波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梦想——做
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在政府和
村领导的帮助下，祁立波回到母校
孙家窝堡村小学，成为了一名老
师，虽然收入有限，但和学生们在
一起，祁立波找到了生活中的快
乐。要强的她还自学考取了本科学
历和教师资格证。

“我特别珍惜这份工作，也很爱
孩子们。”学生的书包、衣服、鞋子
坏了，细心的她总会第一个发现。尽
管工资微薄，但是她对学生从不吝
啬，自己省吃俭用还资助着困难学
生，为他们购买学习用品。每年儿童

节，她总会记得提前为学生们准备好
“惊喜”。

“这些年和哥哥相依为命，乡亲
们也没少照顾我们。”长大成人后，
祁立波一直记得这份恩情。谁家的孩
子是留守儿童，谁家有空巢老人，祁
立波都默默记在心里。乡亲们知道祁
立波家里的情况，不好意思总找她帮
忙，但她也不知道哪里得到的“情
报”，只要老人和孩子有需要，无论
大事小情，一定能看到祁立波的身
影。“是要照顾哥哥，但挤时间嘛，
这份恩情一定要还。”祁立波说。

1月18日，祁立波荣登2022年
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祁立波常
说，因为生活中的苦难，她得到了更
多的关爱和温暖，现在，她希望能把
这份感动传递下去，把爱回馈给更多
的人。

这些年，每逢夏季多雨，祁立波
经常会带着工具到村口的路面、桥头
排水；她还两次及时发现村中火情，
不顾个人安危灭火在前，避免了大家
的损失。2020年初，祁立波第一时
间向村党支部书记提出申请：志愿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乡亲们劝她，“你
自己的病哥哥都顾不过来，还有心思
去帮别人，图啥啊？”祁立波说：“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大家帮助了我，
到了我能为大家做点事的时候了，我
怎么能退缩？出点儿力，我心安，身
为党员，冲锋在前是应该的。”

（金刚）

“中国好人”祁立波：

把得到的爱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郭帅

“1号桌需要点餐。”“刚来的那桌
客人加了一瓶饮料……”位于河南省
新乡市的弦歌街上，有一家开了13年
的火锅店，老板名叫李楠楠，是一名

“90后”。不同于其他热闹的饭店，这
里总是“静悄悄”的。飞速表达的手
语、顾客不急不躁的态度……无声的
环境让这家小店特别又温暖。

在这家火锅店，除了李楠楠本
人，店里所有的员工都是听障人士。
这些年，她先后为30多名听障人士提
供了就业岗位。

来这儿就餐，顾客需要指着桌子
上的简易漫画来和服务员进行简单的
沟通。时间一长，小小的无声火锅店
靠着口碑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很
多年轻人慕名前来“打卡”。有些常客
已经学会一些简单手语，沟通起来更
加“无障碍”。“桌上有温馨提示，还
有一些小漫画，顾客需要什么，我们
的服务员一看就能明白。”李楠楠说。

“我家有8位听障人士，只有我和
表姐听力正常。”李楠楠说：“我从小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非常明白听障
人士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能
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更多的听障人士，
我很开心。”

在李楠楠看来，自己提供的不仅
仅是一份工作，“残障人士也可以像健
全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合理
的报酬，追求幸福的人生。”

李楠楠的将心比心，也让员工们
在点滴细节中温暖着她。“我们更像是
家人。我不在店里的时候，遇到什么
事，他们比我还要着急和操心。”李楠
楠说。

一次大暴雨，火锅店的房顶漏了
雨。“员工严阿姨的爱人是做装修的，
她马上发信息给爱人，让他来店里帮
忙。”李楠楠记得，严阿姨的爱人到店
里时，鞋和裤子灌满了水。“她爱人也
年过半百了，到了店里马上就帮我们
修房顶，坚持不要工钱。”严阿姨和爱

人一直不停地打着手语：“是我们应该
做的，你平时帮助了我们很多。”看着
朴实的夫妻俩，李楠楠泪流满面。

对于店里比较年轻的听障员工，
李楠楠常会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深造或
者勇敢地去追求更好的工作，还会留
意身边有没有更适合他们的工作机
会。“其实因为身体原因，大部分听障
人士做起事来反而会更加专注、更加
细心，我想让他们都能拥有更精彩的
人生。”李楠楠说。

13年的时间，李楠楠不仅收获了
很多像家人一样的员工，无声火锅店
也像一座桥梁，让很多前来吃饭的健
全人更加理解和尊重听障人士的难处。

“毕竟员工们都是听障人士，对于
顾客来说难免有不方便的地方。比如
有时候顾客有需要，我们的员工可能
去的不及时。有时候顾客点菜，也可
能会遇到小小的沟通障碍。”李楠楠
说：“大多数顾客都非常有耐心，还会
鼓励员工们加油，在我们的小店里总
是会看到很多暖心的‘对话’。”

刚刚过去的春节，李楠楠夫妇特
意邀请“无声餐厅”的新老员工们相
聚在火锅店，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
团圆饭，大家用手语互相诉说着自己
的近况以及新年的愿望。“来店里工作
过的员工，不管是走是留，我们都保
持着联络。”李楠楠笑着说：“我现在
除了是火锅店老板，更像是个调解
员，他们家里有什么事，都愿意找我
去给调解。”

过去3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
影响，火锅店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但
李楠楠依旧有信心把这个火锅店做得
红红火火。“相信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了。我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温暖
更多的人。将来我想把无声火锅店的
规模扩大，容纳更多的听障朋友。希
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火锅店关注到听
障人士这个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社会。”李楠楠坚定地说。

温暖人心的“无声”火锅店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2 月 14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
诺华中国共同发起的“地中海贫血救
助项目”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双方签署了诺华
中国支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开展

“全民健康促进工程”公益战略合作
项目备忘录，重点关注相关地区心
血管疾病、风湿免疫疾病以及罕见
病等领域诊疗标准的提升与能力建
设。作为“全民健康促进工程”公
益战略合作下的罕见病领域公益项

目，此次“地中海贫血救助项目”
将定向资助困难家庭地中海贫血患
儿，同时通过加强医生诊疗能力建
设和开展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地
中海贫血疾病的认识，提升社会对
地中海贫血患儿生存状态的关注和
救助力度。

地中海贫血症是一种遗传性溶血
性疾病，我国有患者约30万人，基
因携带者高达3000多万人，多见于
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省份。地贫
患者机体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各种
感染性疾病。

“地中海贫血救助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记者从
天津市民政局获悉，为推动落实天津

“实施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天津市近日修订印发
《天津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定
办法》（简称《办法》），自3月1日
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最低生活保障和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户家庭经济状况核
定标准，对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
定工作进行规定和规范。特别是建立

了低保家庭财产“豁免”制度，对低
保家庭收入核定进一步适度放宽，将
为更多真正有困难的百姓雪中送炭。
如对家用机动车，《办法》规定，家
庭成员名下拥有唯一机动车，且该机
动车用于保障家庭成员因罹患重大疾
病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医院长期就医使
用，重度残疾人进行治疗、康复或出
行等特殊情形的，可适当放宽认定条
件，所拥有的机动车辆现值不超过
2.5万元等。

天津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定办法将施行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郭刚堂 （右一） 帮助寻亲者
甘彪 （右一） 和志愿者们在寻

亲路上
张世伟

日前，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装备部社区与先锋小学共同签署了社区
与学校共建协议。协议通过组织学校师生参与社区敬老助残、志愿服务、公益
劳动等活动，进一步拉近社区与学校、家长和未成年人的距离，形成更加强大
的教育合力，更好地助力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学校社区同携手 齐心共建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