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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写名字和老家临颍，聋哑女走失28年终到家

见面一声“妈”众人泪涟涟

30 年，沧桑巨变；30 年，
弹指一挥间。

2016，是漯河建省辖市 30
周年，也是 《漯河日报》 创刊
30周年。

斗转星移，岁月流转，为了
追寻 30年来漯河那段厚重的记
忆，本报发起征集老物件、老照
片，寻找与本报共同成长的读者
和作者活动。

曾几何时，一张老照片触动
记忆，一个老物件让人唏嘘不
已。街道、建筑、公园、火车
站、商铺……它们散落在这个城
市中，这些印迹从有到无，从
无到有，每天都记载着历史的
变迁，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和感
受。

如果您有珍藏的老物件、老

照片，请您把这些有文物价值、
有文化意义的照片或者物件呈现
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从怀旧瞬间
的实物或定格的相片中感受到沧
桑变化，兴盛更替。

同时，本报还将找寻忠实读
者和热心作者，请他们为大家讲
述与 《漯河日报》 30 年的不解
之缘，追忆似水流年。

届时，漯河日报社将评选出
有意义的老物件、老照片和 20
年以上的忠实读者以及关心支持

《漯河日报》成长壮大的热心作
者，并给予适当奖励。

欢迎有老物件和老照片的市
民、忠实读者和热心作者踊跃参
加 活 动 ， 大 家 可 拨 打 电 话
15139565599联系我们，征集时
间截止到10月20日。

打捞历史碎片 书写城市故事

征集老物件老照片
重温独特“漯河记忆”
寻找30年来与《漯河日报》共同成长的

忠实读者和热心作者

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28 年
前，临颍县杜曲镇贾庄村年仅16岁
的聋哑女介玉民和姐姐一起去甘肃
打工，姐姐突遭不幸，人生地不熟
的她，与人交流也不便，找家时沦
落到安徽省淮南市，尽管后来在当
地嫁人安家，可是她思乡之情从未
断，从未放弃找家的愿望。由于是
聋哑人，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老
家临颍。经过临颍县公安局的帮
忙，10月 7日，介玉民回家的愿望
终于实现。

【讲述】
与家人离散28年，双

方互寻均无果

今年 44 岁的介玉民，姊妹 5
人，她排行老三，大姐和二姐也是
聋哑人。1988年，她跟随二姐去甘
肃打工，在火车站时介玉民的二姐
被火车撞死，惊慌失措的介玉民不
知道该怎么办。

她想回家，可是人生地不熟，
自己又是聋哑人，离家前她上过几
天聋哑学校，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
老家临颍，与人交流起来非常困
难，迷茫无助的她从此与家人失
散。

“玉民是 1990 年沦落到我们
村，当时她不知道走了多少天的
路，又饥又渴，我妈可怜她，就收
留了她。”介玉民的婆家是安徽省
淮南市人，介玉民后来与这家人的
儿子结婚，并育有一女，今年已经
26岁。

在介玉民走失的那段日子里，
他的父母和亲戚，在全国各地寻找
她，但一直未果。

【想念】
万水千山阻断不了思乡情

在有了女儿之后，介玉民的思
乡之情越来越强烈，想让老家人知
道自己有了新家。

但她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
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回家的渴望
写在她的脸上……

“她说她想回家，回去看看家
里人！”介玉民的婆家人说，“看她
总是给我们比画着想回家，我们也
是可着急。”

因为介玉民无法正常沟通，只

会写自己的名字和河南临颍这几个
字，找家犹如大海捞针，介玉民的
婆家人也多次派人去临颍县找，但
范围太大一直没有结果。

由于说不清自己的来历，已经
44岁的介玉民在安徽淮南一直没有
户口，也没有和丈夫办理结婚证，
由于不符合补办户口的条件，他们
的生活也遭遇了诸多不便。

【转机】
一封信，搭载着28年

的寻亲梦

今年 9月 28日，介玉民婆家人
找人代写了一封求助信，邮寄到临
颍县公安局户政股，“我叫介玉
民，16岁时从老家临颍出来，村庄
和父母名字都记不清了，和家人联
系不上，结婚后跟着丈夫去临颍找
过家，由于时间长了，没有找到，
想找到我的家，找到亲人……”读
到这封特别的求助信后，临颍县公
安局户政股的工作人员被字里行间
透露的浓浓乡情所打动，他们决定
帮介玉民找家。

临颍县公安局下辖所有派出所
的户籍警都出动了，首先从介玉民
的姓入手，查找全县姓介的村庄。

喜讯传来，临颍县公安局杜曲
镇派出所户籍民警胡靓经过走访，
得知辖区贾庄村有几户姓介的村
民，经过向村干部打听，得知该村
里一个名叫介长荣的村民，一直在
找丢失多年的女儿，介长荣家究竟
是不是介玉民要找的家呢？胡靓利
用中午时间，去贾庄村介长荣家走
访调查。

【激动】
微信视频一打开，就喊

出了“妈”

村干部得知情况后也积极为他
们带路，很快便到了介长荣家。介
长荣和老伴黄秀兰一听失散多年的
闺女有信儿，激动不已，赶紧介绍
闺女丢失的时间，出生年月日，并
拿出了介玉民的一代身份证。

因为介玉民为聋哑人，沟通起
来很不方便，胡靓便想到用微信视
频聊天的方法，让双方进行更准确
的辨认。

当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手机那

端 的 介 玉 民 便 大 哭 着 喊 起 了
“妈”。这也是她唯一会喊得一个
字，手机这边的介长荣和黄秀兰，
看到失散28年的女儿，顿时老泪纵
流。

因为双方都相见心切，10月 7
号上午介玉民在丈夫、女儿、婆家
嫂子、侄子的陪同下回到了临颍，
胡靓一早便到高速路口等着他们，
在临颍县公安局民警的陪同下，将
他们带到了位于杜曲镇贾庄村的
家，见到亲人的介玉民和家人抱头
痛哭。

村里的街坊邻居听说介玉民回
来了，纷纷跑出来迎接她，一些村
民也被这家庭团聚的画面，感动得
眼眶发热。

【欣喜】
“黑户”28年，她终于

有了户口簿

临颍县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
说，本着惠民便民的原则，他们也
为介玉民开辟绿色通道，根据其有
的一代身份证，和调查走访相辅
助，核实其真实情况后，第一时间
为其补录了户口，拿到户口本的介
玉民也十分感激，一个劲地用手比
画着感谢。

10月 8日，介长荣和黄秀兰夫
夫妇和介玉民，在街坊邻居的陪同
下一起来到杜曲派出所，并送去了
锦旗。“谢谢公安局民警，没有他
们的帮助，我们一家人不可能又团
圆啊！”介家人感激地说。

本报讯（记者 杨 光）“赌博
是万恶之源，远离赌博，构建和谐
社会。”10月 9日傍晚，来自湖北
的李荣海驾驶一辆面包车来到漯
河，边走边宣传赌博的危害，并向
市民散发传单。面包车车身上，红
色的几行大字格外耀眼，每到一处
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李荣海已经 60多岁了，家在
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冷集镇江汉
村，他曾经是全村首富，后来妻子
和儿子相继染上赌博恶习，家业被
败光，儿子被判刑5年。从1998年
起，李荣海踏上了全国“禁赌之
行”，宣传赌博的危害。

沿途宣传赌博危害

10月9日傍晚，在市区嵩山东
支路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附近，来
自湖北的李荣海把他的面包车停在
路边，拿出一沓宣传资料，向路人
分发，并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染上赌
博恶习。记者看到，他的面包车前
贴着一首《禁赌》诗，另一侧贴着

“禁赌万里行”的标语，大红色格
外惹眼。他发放的传单一面印着倡
议书，倡议青少年朋友不要染上赌
博恶习，另一面是李荣海写的一封
公开信，介绍他的生平，和宣传赌
博的原因。

一些市民拿到这份单页后，都
为李荣海的行为点赞。“这老爷子
不简单，赌博危害确实大，我们邻
居就是因为赌博导致家破人亡，应
该多宣传赌博的危害。”市民小张
告诉记者，赌博确实不能沾，应该
多宣传，老人的义举值得敬佩。

李荣海告诉记者，他10月8日
从襄樊市谷城县出发，准备一路向
北到北京，然后返程。“我宣传禁
赌这么多年，从没有去过北京，这

趟算是今年最后一次远行。”李荣
海告诉记者，每一次长途出行，都
是住在面包车内，平时除了加油、
买水，一分钱都不能多花，吃饭都
是靠方便面凑合。

李荣海有一个笔记本，走到一
个地方，就找当地的一些单位签字
盖章，算是一个记号，如今这个本
子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鼓励的话
语和印章。

妻儿赌博毁了一个家

一提起赌博，李荣海的气就不
打一处来。20世纪九十年代，稍
有经商头脑的李荣海瞄准了木材生
意，从离家200余公里的山区拉运
木材到本地，几年间便积累了四五
十万元的财富，成为全村首富。

经济上的富裕却没有为家人带
来幸福。李荣海常年在外收购木
材，妻子在家照顾生意，闲来无事
便与村民们打牌赌博。“刚开始还
是小赌，最后赌得越来越大，整个
家业都被她赌光了。”更让李荣海
气愤的是，刚刚初中毕业的儿子也
在妻子的影响下，迷上了赌博，后
来在赌场和人斗殴，最终被判刑 5
年。

“一个好好的家就被这样毁
了，谁要是沾上了赌博，那就完蛋
了。”李荣海对于赌博一事有着切
身体会，也有着有别于普通人的痛
恶。

对于赌博的深恶痛绝，让李荣
海决心开始“禁赌之行”。从 1998
年开始，李荣海骑着自行车，带着
自费印制的上千份关于禁赌的宣传
页，一路上遇到人多的地方，就将
宣传页发给大家。“我发了宣传
页，还要给大家讲讲我们家的事，
让大家伙更清楚赌博的危害。”

湖北六旬老人
来漯宣传赌博危害

见到亲人的介玉民见到亲人的介玉民（（左三左三））和家人抱头痛哭和家人抱头痛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辉辉 摄摄

介玉民找人代写的求助信介玉民找人代写的求助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