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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事的娃，在养猪场挣学费

05深读 关注

1998 年，青岛的文史专家王

铎就曾经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

江南孤儿寻亲的议题，并促使第

一次南下寻亲大获成功。他告诉

记者，上世纪 70 年代，他曾经到

过无锡孤儿院，曾与亲身经历过

江南孤儿事件的保育员们有过详

谈，现在那些保育员们大部分已

经不在人世。

“当年孤儿收养也是一件很保

密的事情，大部分孤儿都是在晚上

8时以后，被养父母从孤儿院抱走

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留下相应的

登记，包括从芜湖接来的孤儿。”文

史专家王铎称，当年孤儿院的工作

人员更愿意把孩子托付给青岛或

者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市民，因为这

些城市人口芜杂，南来北往的人很

多，移民多元化，周围的人很难察

觉到孤儿的身份，能够保护被领养

的孤儿们健康成长。但现在看来，

当年的种种保密措施，实际上为现

在的江南孤儿寻亲设置了很多难

以逾越的障碍。

当年的知情者，不知你是否

想过，你随口的一句话，一点当年

模糊的记忆，都有可能为这些渴

望寻根的芜湖孤儿们，完成他们

毕生的夙愿，帮助他们重新见到

素未谋面的爹娘。希望您能拨

打本报寻亲热线 0551-5223760、

18605514943，讲述您所知道的芜

湖孤儿的记忆。（感谢安徽振升保

安公司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青岛文史专家王铎：“保密措施”成寻亲障碍

尘封档案引来芜湖姐妹寻亲团，星报记者听她们含泪讲述身世之谜

“我只是想知道，我的根在哪儿”

记者 赵汗青 张火旺 文/图

7月27日，本报重磅推出记

者赴青岛助力寻亲一文，“亲人”

相见，不只是让寻亲者热泪盈

眶，面对她们血浓于水的思乡之

情，记者内心也无比感动。

获知消息的芜湖孤儿寻亲

姐妹团代表，在青岛找到记者，

她们眼含热泪地说，在寻亲路

上走了十四年，家乡媒体的关

注让她们更加感到有了希望。

“这份孤儿的名册，实在太珍

贵了！我们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的功

夫，才能查出来自己曾经的名字和

籍贯。”10多名当年来自芜湖的孤儿

找到《青岛早报》读者接待室，翻阅

着这份孤儿档案，寻找着自己曾经

失落的一份记忆，但可惜的是，这份

名册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

“我们都应该是1957年前后

被送来青岛的，好像是当年的妇

联组织要抱养孩子的妈妈们一起

前往芜湖，把我们从儿童教养所

里接了回来。”于女士告诉记者，

她们来自芜湖的10多名姐妹在寻

亲路上相识，大家共同组建了一

个孤儿寻亲QQ群，跟芜湖当地的

媒体一直保持着联系，希望有一

天揭开自己身世的秘密。

组建芜湖孤儿寻亲QQ群

“从我上小学认识拼音开始，

我就从我家的户口簿上发现了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父母的籍贯

都是青岛，只有我的籍贯是安

徽。”现在家住沧口的闫女士告

诉记者，她曾经无数次问过父

母，但每次他们都是含含糊糊。

等她年龄稍长一些，从邻居的言

谈话语中，她得知自己竟然是被

抱来的“南方嫚”（鲁东方言，南

方女孩的意思），从此以后闫女士

再也没有追问过父母。

1998年，《青岛早报》组织第

一次江南寻亲时，她曾经想要报

名，但当时父亲身体很不好，她含

着眼泪放弃了。这几天在早报上

再次见到了寻亲的消息，她觉得

再不行动，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

见到亲生父母了。

“之前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

我有3个生日，父母给我过生日

是在 1956 年的 10 月 30 日，档案

上写着是在 1956 年的 7 月 1 日，

而我的户口本上写着是在 1957

年的 12 月 28 日。”闫女士称，后

来她才明白，第一个生日是父亲

把她领回青岛的日子；第二个生

日是父母为她推测的出生日期；

第三个生日是为她报上户口的

日子。

户口簿上引出身世之谜

暑假在养猪场，开学了去同济

“每年都要帮年迈的母亲翻

晒她的书，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我从书页中翻出一张纸条，上

面写着我的母亲曾在 1957 年 10

月 22 日，在芜湖救济分会的儿

童教养所里，领养了一名叫施

正银的孩子。”马女士拿着一张

保存完好的纸条称，上面的日

期差不多就是自己的生日。回

想起三四岁时，看着她长大的

姥姥不止一次叫她“南方嫚”，

她找到了母亲询问，此时已经70

多岁的老人才含泪告诉她，她是

母亲前往芜湖领养的孩子，“即

使我找到了亲生爹娘，也不会忘

记养我爱我的母亲，我只是想知

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在

哪里。”马女士称。

妈妈书中翻出身世

于女士看了档案后称，她 7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她一直跟父

亲生活，19岁时第一次听邻居说

起，自己可以不下乡插队，因为她

是“南方嫚”。但她详细过问时，

这名邻居却闭口不谈了。到了

1998年，已经结婚生子的于女士

看到了《青岛早报》关于江南孤儿

的报道，回想起自己跟父母30多

年的年龄差距，这才想起找老邻

居问个清楚。邻居告诉她，她是

从无锡抱回来的。但她随后到无

锡儿童福利院寻找当年的登记，

工作人员告诉她，她肯定不是无

锡孤儿。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于女士从青岛商河路派出所

找到了自己当年的户口迁移记

录，这才知道自己是芜湖孤儿。

这次听说《市场星报》与《青

岛早报》准备再次组织南下寻亲，

于女士立即赶到《青岛早报》报名

参与寻亲。

随寻亲成功者南下芜湖

如今已经年近八旬的岛城文

史专家鲁海，在上世纪50年代，

曾经亲眼见过瘦弱的江南孤儿被

富有爱心的养父母们，从儿童福

利院抱回家中，当成亲生的孩子

抚养长大成人，在他家旁边的两户

邻居家里，就生活着两名这样的江

南孤儿，邻居们对两人的身世心知

肚明，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家

仍然回避谈论这个话题。

文史专家鲁海告诉记者，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频发水灾。

无锡、苏南、安徽芜湖等地，数以

万计的家庭因生活困难，不得已

将年幼的子女送到上海等大城市

的孤儿院，但由于此时南方大城

市粮食同样紧缺，这些孩子后来

被集中送往“有牛有奶”的内蒙古

牧区抚养，其中许多孤儿又留在

北上列车经过的铁路沿线各地。

直至1964年，孤儿北送工作才停

止，其中很多孤儿来到了青岛。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江南孤儿就在我身边

由安徽省福彩中心与《市场星

报》共同举办的爱心助学——点亮

贫困学子求学路活动，就是为救助

家庭贫寒、学习优秀的孩子们实现

求学梦。昨日，星报将熊飞龙纳入

到此次活动的救助对象中。

此次爱心助学从7月9日开始

对外征集以来，截至昨晚，爱心助

学的50个名额已全部报满，即将

进入材料送审阶段。

今日开始，已经报名参加星报

爱心助学的贫困学生，需要尽快将

所需材料邮寄或送往《市场星报》

社。每位学生所需要提供的材料

一共四份：录取通知书、低保户或

特困户证明（乡镇、街道一级以上

的贫困证明），户口本、身份证复印

件各一份。邮寄地址：230061合肥

市永红路市场星报社四楼时政部，

材料需要注明“爱心助学”字样。

“记者你好，熊飞龙的材料

都齐全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吗？”昨日清晨，满头大汗的谢先

生拿着一叠材料赶到《市场星报》，

为熊飞龙报名参加星报爱心助学

活动。谢先生说，因为家里条件

差，负担不起大学高额的学费，可

是又想为儿子圆一个大学梦。在

办理完手续后，谢先生又快速赶回

肥东白龙镇家里，因为他还要为瘫

痪在床的母亲做饭。

1993 年 5 月 24 日，熊飞龙出

生在肥东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小

学二年级的一天，熊飞龙的母亲

像往常一样到地里干农活。由

于当天天气十分炎热，熊飞龙的

母亲因中暑严重，抢救不及时而

离开人世。

母亲去世了，父亲成为这个

家里的顶梁柱，一边要照顾熊飞

龙和妹妹的起居生活和学习，一

边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熊飞龙的父亲说：“我也想出门打

工多赚点钱，可是家里状况我的

确不能出门。”

失去母亲之后，熊飞龙有时间

就帮父亲去地里干活，回到家就悉

心照顾老奶奶，及妹妹的学习。

今年高考，熊飞龙以655分的

高分被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专业录取，消息传来，全村人

都来喝彩。可是，高额的学费却让

一家人犯了愁。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熊飞龙

一考完试，就去一家养猪场帮忙，

想挣点学费。在空余时间，还要帮

一些孩子做家教。这个暑假，熊飞

龙很忙，他说：“尽量多挣一点学费

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名额已满，材料尽快准备

记者 王玉

来寻亲的马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