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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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可能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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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 ZHU 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编辑 钱智琛 组版 胡燕舞 校对 吴巧薇

探访一

青岛市延安三路湛山小区，张惠春家

05深读 关注

徐玉华后来结婚成家，有了孩

子。养父母年纪渐大，有病不愿住

院，都住在家里。

“我对象连天加夜地守护老人，

房间里三张床，他睡在中间，两位老

人睡在两边，需要照顾，他马上起

来，直到两位老人离世。他父母卧

床不起时，我也是这样伺候他们

的。”徐玉华说，人应该是互相的。

在青岛市，芜湖寻亲人数

越来越多，徐玉华获知了这个

消息，她经该市振华路派出所

查户籍发现，原户籍 1955年还

没有登记，但 1957年却有了户

口，养父当时44岁。

“那天一早看到青岛早报

说，你们从安徽老家赶来帮我

们，我的眼泪哗的一声就下来

了。”徐玉华重复纪先生的话说。

“她是很少流眼泪的，她每

天早上就要打开早报看看。那

天她一看报纸，不知怎么的，眼

泪就下来了。后来我一问，才知道

是你们来了。”纪先生说。

“我不怕亲生父母太穷或者有

病，也不怕他们给我添累赘，我希望

照顾他们终老，毕竟他们是生我的爹

娘。”与众多芜湖籍孤儿一样，徐玉华

的言语中，充满了血浓于水的深情。

记者探访芜湖籍孤儿家庭，尽管他们生活幸福，但思亲情浓

虽然没有抚育我成长
至少让我喊一声爹娘

星报特派记者 赵汗青 文/图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这些昔日的芜湖籍孤儿们，纷纷热情地邀请

记者去家中做客，“见到你们，就等于见到亲人了，我们感到特别亲切。”

他们笑着说，而后又掉下了眼泪。

百名芜湖籍孤儿在青岛生活得怎样？已到中年的他们在青岛成长、

就业、结婚生子，他们心里对安徽老家有着怎样的牵挂？记者实地走访了

部分家庭，近距离观察他们在岛城的幸福生活。“我们寻亲是为了寻根，

无论亲生父母是疾病或是贫困，我们都不会嫌弃，都会养老送终。”

55岁的张惠春，至今怀疑 1958

年芜湖市公安局开据的《迁移证》上，

所写的“童月亿”是不是她，还有表上

的“童月敬”或许是她的亲生姐妹。

对于百余名青岛芜湖籍孤儿来

说，类似张惠春的情况非常多，很多

人通过频繁的调查，找到的线索支

离破碎，这似乎是支撑他们退休后

精神世界唯一的挂念，张惠春就是

这样的。

“这个100多平米房子我们1998

年买的，当时4500元一平米，现在要

三万多吧。”张惠春的老公丁先生说。

丁先生今年58岁了，在青岛一

家中央空调安装公司工作，手底下20

多名员工。张惠春几年前从青岛的

一家企业退休，两人的儿子从北京一

所大学毕业后，已留在北京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已经没

有什么压力了。就是想着她能找

到自己的亲人。”丁先生说，尽管

生活富裕，但妻子对身世一直心

存牵挂。

由于养父母工作比较忙，张惠

春小时候全由爷爷带。周围的邻居

经常对她说，是父母抱来的。

提起自己的孤儿身世，张惠春

更加伤心，“别人都有兄弟姐妹，而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连个真正说话

的亲戚都没有。”

生活幸福但心存牵挂 探访二

青岛市广饶路天惠园小区 徐玉华家

记者探访中，丁先生拉住了老

婆的手，不住地安慰她。

多年前，张惠春在老公的陪同

下，自己开始寻亲之旅。但她并不

知道自己到底是从哪来的。经过在

当地派出所的多次查找，感觉迁移

证和档案上所记录的“童月亿”应该

是她。而档案所指向的则是芜湖市

生产教养院。

在芜湖当地派出所，张惠春被

告知，由于当时发大水，很多档案都

被冲走了。线索由此中断，没了办

法，张惠春只得在当地电视

台做广告，寻找亲人。

“和我们联系的不少，但

见面以后，感觉都不像。”张

惠春在芜湖待了一个星期，

还去了当年的芜湖市生产教

养院，该院现在已成为芜湖

市儿童福利院。

“她在那坐了一天，一直

哭，我就劝她，不要太伤心

了，慢慢找，如果老人在肯定

能找到。”直到今天，丁先生

和张惠春都认为，肯定会找

到亲生父母。

“有人说，那么多年了，当

年父母狠心把你扔在路边不

管了，还去找他们干什么，但

亲生父母终归是亲生父母，他

们才是我的根。”张惠春说。

踏上故乡土地，她一直在哭

“我今年已经59岁了，之前从

没见过安徽的老乡，也没听过故乡

的乡音，见到你们两名记者，我忍

不住就想要落泪。”59岁的徐玉华

头发白了许多。和同龄人相比，她

略显苍老，却很慈祥。

在青岛市广饶路的天惠园小

区，徐玉华和老公纪先生两人过着

退休后的闲适生活。

为了儿子结婚，老两口把靠近

海边的房子给了他们，还为他们购

置了轿车。

徐玉华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

养的孩子，但她的父母从来不和

她说，有很多次，邻居们嘲笑她

的身世，她的母亲知道后，出去

和邻居们“打仗”，只是为讨一个

说法。徐玉华的养父母对她非

常好，刚被抱养来的时候，满头

黄水疮，又瘦又小，医生说她肯

定活不了。

“父亲给我用鸡蛋黄拌油，一

点点抹在头上，说是偏方。我也就

这么活过来了。”徐玉华说。

一听乡音她眼泪就落下

不论疾病贫穷都会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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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在徐玉华家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