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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打工期间，尽管杨贵明知道他
的亲生父母很可能就在广州，但是因为性
格内向，他从没有向志愿者组织寻求帮
助，也没有想过可以找警察帮忙。一直到
去年 6 月，在亲戚朋友和同事们的鼓励
下，杨贵明才决定到禅城区公安分局进行
DNA采集，登记失踪人员信息。

今年2月20日，佛山市公安局实验室
通过DNA数据库比对，比中 2000 年 6月
27日由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南
源派出所受理的失踪儿童案（事）件中的报
案人陆永甜、陈爱珍夫妇，并要求禅城分局
打拐办开展核查。

禅城公安分局民警分别于 2月 27 日
和3月1日对陆永甜夫妇以及杨贵明进行
二次采样，并于 3月 3日确认双方的血缘
关系。3月中旬，打拐办民警还远赴广西

博白，经过大量走访，最终排除杨志勇有
拐骗、收买被拐儿童等行为。

3月 24日，陆永甜一家和杨贵明约定
好在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见面。当天
上午 10时 30分，杨贵明在民警的陪同下
来到了现场。禅城公安宣读了亲子鉴定
结果后，陆永甜、陈爱珍夫妇痛哭流涕，和
儿子紧紧抱在一起。

“以前对于亲生父母的想象今天都实
现了，他们和我想的差不多。”杨贵明说，
自己现在只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开心快
乐。接下来，他将带着父母逛一逛佛山，
让父母看看他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我们会给他时间，他做什么决定我
们都能理解。”陈爱珍说，她理解儿子对
养父母的感情，杨贵明选择在哪里生活
都会支持。

画外音

踪 19年的小翠，在广州、清远两地
警方的见证下，与家人重逢。走失
22年的杨贵明，在佛山警方的帮助

下，与亲生父母相聚。寻亲多年的澳门人
吴鹏杰，通过向珠海警方求助，终于与失散
28年的家人在贵州团聚。近日，广州、珠
海、佛山、清远等地警方传来好消息，近段
时间开展的“团圆”专项行动有了可喜的成
果，多个失散家庭终于温馨重聚。

据悉，今年，公安部组织开展“团圆”行
动，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优势，依托全
国打拐DNA数据库，全力侦破拐卖儿童积
案、全力缉捕拐卖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
踪被拐儿童。公安部呼吁广大群众继续关
注打拐工作，一起动员失踪被拐儿童的父
母、疑似被拐人员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信息，帮助被拐的孩子早日回家。

失

24 日，走失 22 年的杨贵明和亲生父母重聚 通讯员供图

广州两岁半男孩走失22年
昨日在佛山和家人重聚

羊城晚报记者 周哲 通讯员 禅公宣

失踪19年终于找到家人
认亲后才知晓真实年龄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栩豪

风雨回家路，这一面等了28年
羊城晚报记者 吴国颂

小书包、衣服、奶瓶、专用碗筷……陈爱珍细数着珍藏了多年的东
西，并把22年来存着的每一个红包，全部交到了儿子手中。这是3月
24日，发生在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的温情一幕。一个离散了22年
的家庭终于重聚。

22年前，两岁半的陆富华在广州不慎和家人走失。后被在广州打
工的广西人杨志勇带回了老家，从此改名杨贵明。今年，经过DNA数
据库的比对，在佛山禅城打工的杨贵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陆永甜、陈爱珍。

1999年 12月 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
天，千禧年的前一天，陆永甜两岁半的小
儿子陆富华走失了。

当天晚上6 时多，陆富华和一群小
孩子在广州市荔湾区南岸路附近的一
个叫仁泽里的小巷里玩耍，陆永甜在
一旁看着。然而，只是买包烟的工夫，
陆永甜再回到小巷时，儿子陆富华不
见了。

陆永甜马上告知家人和街坊，大家帮
他找了一夜，始终不见陆富华的踪影。

此后的22年里，陆永甜和妻子陈爱珍

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漫漫路途。每次出远门，
他们都会带上寻人启事。因陆富华走失时
仅两岁半，家里没有他的照片，陆永甜夫妇
就拿着女儿的照片到处询问。每次有亲戚
外出，陆永甜夫妇也会拜托他们帮忙打听儿
子的消息。

陆富华刚走丢时，每次吃饭，陆永甜
夫妇都会多留一个空位，多备一双碗筷；
陆富华当年穿过的衣服，陈爱珍一件都没
有丢；每年春节，陈爱珍都会给陆富华包
一个红包，放在枕头底下，过完年后就会
放在陆富华棉袄的口袋里……

广州：亲生父母苦苦寻子22年

22年前的一天，因为妻子突染急病，
在广州打工的广西人杨志勇急匆匆地赶
往车站。突然，一阵哭声“拦下”了他的脚
步，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正在路边可怜
兮兮地看着他。杨志勇担心孩子的安危，
几番思考后决定先把他带回老家。

“先抱回来照顾好，别让孩子出意外
或饿坏了，实在不行也可以交到政府手
里。”杨志勇和家人说。

在杨志勇家里，两岁多的陆富华对着
杨志勇的妻子叫了一声“妈妈”。听到这
声“妈妈”，杨志勇的妻子决定收养他。不
久，杨志勇夫妇给这个路边捡来的小男孩
取名杨贵明。

杨贵明成长过程中，杨志勇夫妇并没
有刻意瞒着他被收养这件事，只是一门心
思、竭尽所能地对他好。

“家里条件不好，但只要家里有好吃

的，第一时间都会给弟弟；逢年过节杀鸡
加菜，鸡腿也一定是留给弟弟。”在杨志勇
的大儿子杨贵宝眼中，父母对待杨贵明比
对他们几个亲生的都要好。

杨贵宝说，全家人都要下田种菜，只
有杨贵明可以有“特殊待遇”，大家都知道
他是从大城市来的，不舍得让他干重活。

杨贵明的哥哥姐姐都早早辍学在外打
工，但他有机会读到了初中。初二那年，杨
贵明看家人太辛苦，主动放弃了学业。

2016年前后，为了帮补家里，杨贵明
来到广东中山、深圳等地打工。2018年，
在哥哥杨贵宝的介绍下，杨贵明来到佛山
禅城一家模具厂工作。

后来，因为父亲杨志勇患上中风，杨
贵宝辞掉工作回到老家照顾父亲。临走
前，杨贵宝叮嘱弟弟杨贵明，不要操心家
里的事，自己存点钱，早点交个女朋友。

广西：收养家庭贫寒但呵护备至

佛山：离散多年终于认亲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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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
2020年 12月4日，是去年珠海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早上7时许，吴鹏杰在4

位朋友的陪同下，从珠海站乘高铁出发，开始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旅行”。这次“旅
行”的领队是珠海拱北口岸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法医卢裕明。他们一行，是为了结束
一段28年的漫漫寻亲路。

记 者 了 解 到 ，日
前，广东省公安厅为
助力被拐儿童家庭圆
梦团聚，推出了广东
省 DNA 寻 亲 惠 民 便
民措施，所有曾疑似
走失或被拐的人员及
其父母亲，均可到广
东省内就近的公安机
关派出所或刑警队求
助，免费采集 DNA 样
本，比对寻亲。

据悉，DNA 检验
技术是目前确认被拐
人员身份最有效的技
术手段。2009年5月，
世 界 上 首 个“ 打 拐
DNA 信息库”在我国
建立并投入使用，从
此全国各地可异地查
询比对被拐儿童 DNA
数据，实现了技术和
数据资源的共享。

警方提醒，各位家
长要切实担负起看护
孩子的责任，尽量不要
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
线范围，平时要教会自
己孩子记住父母姓名、
联系电话、家庭地址等
信息。如发现孩子出
走或走失，请立即拨打
110电话报警。

（梁栩豪）

疑似走失被拐
可到公安机关
免费采集DNA

比对寻亲

澳门人吴鹏杰时隔 28 年在贵州与亲生父母团聚 受访者供图

“圆梦寻亲显情怀 真心真意为人
民”，24日，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
局，小翠（化名）将一面锦旗送至警方手
中。“从未想过真的能找回我的亲生父
母，谢谢警方多年来的努力。”小翠说。

记者了解到，3 月 19 日，3 岁失
踪、离乡19年的小翠，在广州、清远两
地警方的见证下与家人重逢，圆了多
年的团圆梦。

与家人失散时仅3岁

2002 年 1 月，家住清远英德市桥
头镇仙蕉坑村的昌叔（化名）和妻子外
出回来，发现年仅 3 岁的女儿小翠不
见踪影，于是立即向当地警方报警。

为了尽快找到小翠，英德警方当
时组织了大量警力，同时发动乡亲们
一同展开地毯式搜寻。由于当时受环
境条件限制，警方除了解到同村有一
名来历不明的聋哑妇女与小翠一同失
踪外，再无其他收获。

一晃十几年过去，2019年 6月，广

州白云警方接到一女子求助，请求公
安机关帮助其寻找亲生父母。经过询
问，女子称其从小与亲生父母失散，由
于当时年龄较小，对失散的原因和经
过均记不清楚，对这十几年的经历也
绝口不提。

民警接到女子的求助后，立即展
开调查并将小翠的相关信息录入全国
被拐及失踪人员信息数据库，扩大搜
索范围。

去年年底，公安部组织全国各地
公安机关开展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

“团圆行动”。随着行动开展，信息数
据库不断扩大，今年2月，白云警方接
到数据库反馈的线索，小翠的信息与
英德市昌叔夫妇走失的女儿具有很高
的关联性。

与英德当地警方联系核查后，确认
小翠与昌叔夫妇确实存在亲缘关系。

很开心将迎来新生活

24 日，记者见到了小翠及其养母

群姐（化名）。现场，小翠情绪平稳，她
向记者表示，这4年来，她一直与好心
收留她的群姐一家一起生活。但对被
收留前十几年间的经历，小翠依然不愿
说明。

群姐向记者回忆，2017 年 3 月的
一个雨天，是她丈夫将浑身湿透的小
翠领回了家。起初，她还误以为是丈
夫有了外遇，但了解情况后，群姐一家
便收留了小翠。由于身份信息的缺失
给小翠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群姐及
其女儿便鼓励小翠通过报警，找回自
己的亲生父母。

在两地警方的努力下，事情有了
圆满的结局。直到与亲生父母相认
后，小翠才得知，自己原来已经二十几
岁。养母群姐也表示：“我之前一直以
为她才十七八岁。不过我真心为她感
到高兴。”

面对已经到来的新生活，小翠表
示，虽然还没适应，但感到很开心。如
今，小翠打算继续留在广州发展，同时
与两家保持密切联系。

终
于
走
完
了

“我的父母究竟是谁？”

“从我懂事开始，身边所有人都说
我是买回来的。”从三四岁开始，吴鹏
杰就隐约知道自己和其他小朋友不一
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种种迹象都让
吴鹏杰意识到，自己的身世并不简单。

“我来自哪里？”“我的父母为什么
要把我卖掉？”“他们到底姓甚名谁，现
在哪里？”这些疑问深深埋在了吴鹏杰
心中。

在福建某地念完了小学后，吴鹏杰
升初一那年，全家移民到了澳门。高中毕
业后，吴鹏杰与家里决裂离家出走，在澳
门以打工为生，过着漂萍一般的日子。

2014 年，吴鹏杰在业余补习葡文
期间，认识了葡文老师米歇尔。和老
人相依为命的3年，让吴鹏杰尝到家的
温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夏
天，老人突发疾病离开人世，吴鹏杰被
迫中断了大学学业，人生陷入了又一
个困顿。家，成为了吴鹏杰的向往。

后来，羽毛球教练易文森先生向
吴鹏杰伸出了援手。在易文森先生的
提携下，吴鹏杰在高中时展露的羽毛
球天赋被重新激发，他成了一名助理
教练，在澳门和珠海两地教授羽毛球，
也有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知不觉，吴鹏杰已迈过而立之
年，那个埋在心底的疑问又浮上心头：
我来自哪里，我的父母究竟是谁？

“他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去年 7 月 13 日，吴鹏杰在朋友们
的鼓励下来到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
派出所求助，希望寻找到自己的亲生
父母。因为情况特殊，接待民警将案
情报告了口岸派出所教导员黄剑峰。

“了解情况后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
单，因为他提供的信息太少了。”黄剑峰
回忆，口岸派出所民警将吴鹏杰仅有的
个人信息先后导入户籍查询系统、合成
作战系统，希望能大海捞针。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民警把最
后的希望寄托在通过DNA比对寻找到
相关信息。

翌日一大早，珠海拱北口岸公安
分局刑警大队法医卢裕明接待了吴鹏
杰。卢裕明说：“我们把吴鹏杰的信息
录到 DNA 打拐库，接着采他的血样，
当天就送到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DNA实验室进行检验比对。”

当民警将吴鹏杰的DNA数据输入
全国打拐系统时，一个数据框弹出来
了。比对结果显示，吴鹏杰和贵州毕
节地区一对夫妻存在亲缘关系。

原来，吴鹏杰的亲生父母也一直
在寻亲，早年他们已将数据录入了打
拐库。

为了慎重起见，珠海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DNA实验室紧急联系了贵阳警
方，采集了这对夫妻的血样寄到珠海
重新分型比对。这次 DNA 比对共有
23 个位点相同，比以前 DNA 数据库
中的19个位点多。

“符合亲缘关系的位点越多，说明
可靠性越大。”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DNA实验室民警王卓说。

从天而降的喜讯让吴鹏杰感觉有
些难以置信。原来，他的亲生父母就
在距离澳门两千公里之外的贵州。

吴鹏杰从此有了家

去年12月 4日早上7时许，吴鹏杰
在4位朋友的陪同下，踏上认亲路。

珠海到贵阳有 6个多小时的旅程，
目的地越来越近，吴鹏杰的话多了起
来，他既期待又忐忑。

下午 3 时 20 分，列车抵达贵阳南
站。12 月的贵阳湿冷多雾，他们一行
几个年轻人迅速切换穿衣模式。贵阳
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两位打拐民警向
阳、曾风龙前来接应，同时也负责后来
贵州一行方面的联络协调。

12 月 5 日上午，汽车行驶在乌蒙
山顶，天寒地冻，树枝上结着冰花。民
警曾风龙尽管熟悉道路，但一路上都
在控制车速。他要带着吴鹏杰一行平
安到达。

12月 5日下午 1时，贵州毕节市大
方县沙厂彝族乡政府，等待认亲的乡
亲们已经聚集在一起，包括满怀期待
的张氏夫妇。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认亲现
场的吴鹏杰显得有些紧张。但吴鹏杰
和张先生的神似让在场的人们笃信，
张家的儿子已经归来。

按照程序，法医卢裕明宣读 DNA
鉴定文书：双方符合亲生关系。吴鹏
杰的失踪之谜也一一解开。

吴鹏杰原本姓张，28年前，离吴鹏
杰两岁生日还差4天的那个晚上，吴鹏
杰被人抢走，杳无音讯，张家人从此开
始了 28 年的煎熬，从未放弃对吴鹏杰
的寻找。吴鹏杰的妹妹回忆说：“我们
小时候很穷，家里只有一头牛，都要卖
了去找哥哥。”

28 年的寻找，28 年的等待，28 年
的盼望，28年的思念，如今都因为吴鹏
杰的回家，有了圆满的结局。

当天，悲喜交加的张家人一起吃了
顿团圆饭。饭桌上，父亲说：“无论发生
什么事，都会坚持寻找阿杰。”说罢，父
亲擦拭着眼泪。一旁的吴鹏杰百感交
集，拍拍父亲的肩膀说：“现在找到了，
现在找到了，没事没事。”

吃过饭，吴鹏杰手挽着父母一起
回家。从镇上的马路到村里的小道，
吴鹏杰已然没有什么印象。但他知
道，父母一定无数次站在路口，盼着他
回来的身影。回到家，阿杰和父母在
门口拍摄了一张合照。

刚刚相聚，转眼又是分别。由于工
作原因，吴鹏杰决定先回到珠海。父母
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满脸写着不舍。

临行前，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钱，硬
塞给吴鹏杰。“你这么多年没有用过老
爸的钱，这个钱你要拿。”父亲说。

母亲也从裤袋中掏出几张折叠好
的钱给吴鹏杰。“妈妈给你的钱，你要
拿着，你吃了那么多苦，妈妈爸爸没有
保护好你。”母亲说。

“你留着，你留着。”尽管阿杰不断
拒绝，但父母依然坚持要吴鹏杰收下。

“我春节时会回来的，春节的时候
我要红包。”吴鹏杰告别时说。

从此，吴鹏杰有了家。
今年2月，吴鹏杰再次回到贵州省

大方县沙厂彝族乡，第一次和家人一起
度过了牛年春节，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
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