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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离散家庭来说，
找到孩子并不是故事的终点。
刘彦佑打拐多年，见过太多案
例。他指导和参与的案件中，
失散时间最长的达40年之久，
当事人被找到时，其父亲身患
高位截瘫正在医院里，生命垂
危。也有人被找到后，难以接
受真相，不愿意与亲生父母相
认。

如何在不伤害孩子的前提
下，让他们更好地接受真实身
世，是刘彦佑一直思考的问
题。2019 年，经过多次 DNA
比对，刘彦佑找到了失散十多
年的被拐儿童小风。小风被人

贩子抱走时才 1 岁，被找到时
却已即将成年。最重要的是，
再过不久，小风就要参加高考。

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刘
彦佑没有直接与小风接触。他
找到学校、老师、村干部，多方
面了解小风的生活习惯和性格
状态，模拟见面的场景。刘彦
佑说：“这个年纪的孩子还在叛
逆期，他会非常难接受被拐的
事实。”

在湖南农村，小风的亲生
父母得知孩子已经找到，又是
焦急又是期待。他们知道孩子
就要高考，只能一遍遍地给刘
彦佑发信息：“他过得好吗？”

“个头是高还是矮？”“我们什么
时候能见面？”刘彦佑总是大段
大段地耐心回复，尽自己所能
满足他们的愿望。

高考结束后，刘彦佑找到
小风说明了他的身世。刘彦佑
回忆说：“小风听完我说的话，
有点懵了。”为确保小风与父
母相认的工作万无一失，刘彦
佑还特意安排了一位心理老师
为小风做心理疏导。小风很快
接受了真相，几天后，失散十几
年的家人终于见面，得以团圆。

事后，刘彦佑常常在朋友
圈看到小风一家人的合影。每
次，他都会顺手点个赞。

中秋节快到了，住在广州白云棠溪村
的广西人老罗和妻子准备喊小儿子阿信来
家里吃饭。

12年前，3岁多的阿信被人拐走，辗转
到了江门开平的一户人家，从此与亲生父
母失去了联系。今年，广州警方找回了阿
信，组织一家人见了面。

在亲生父母面前，阿信有点不知所措，
对于父母的关心，腼腆的他常常用只言片
语回应。组织认亲半个月后，参与办案的
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刘彦佑担心孩
子不能很好地融入亲生家庭，下班后专门
到老罗家进行回访。

打拐 6年来，刘彦佑看过太多家庭的
悲欢离合。“每个失散的家庭都经历过一场
悲剧，但我们希望结局是喜剧。之前失去
的时间，我想慢慢帮他们弥补。”他说。

2015 年，刘彦佑从基层派
出所调到刑警支队，负责打拐工
作。没多久他就参与了这宗被
拐儿童案件的侦查。警方将老
罗夫妇的相关信息录入全国被
拐及失踪人员信息数据库，长期
进行滚动比对。今年“团圆”行
动开展后，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
向老罗搜集了更多阿信的照片
进行对比，发现江门开平市一名
中学生与阿信十分相似。经过

DNA 比对，证实了这名中学生
就是当年失踪的阿信。

8月16日，警方组织阿信和
老罗夫妻见了面。看到日思夜
想的孩子健健康康站在自己面
前，夫妻俩抱着阿信放声大哭。

阿信找到了，但老罗和妻子
发现，孩子并不与自己亲近，认亲
后只来过家里一次。他们发过去
的信息，阿信寥寥几句回应。老
罗还记得，阿信小时候贪玩摔掉

了牙齿，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奥
特曼。他把一张阿信咧嘴笑露出
豁牙的照片设成了微信头像。十
几年过去，这个曾经活泼热情的
孩子让他感到陌生。老罗很想和
孩子拉近距离，但不知如何做，

“怕问多了他嫌烦。”
刘彦佑听了，劝他道：“小孩到

青春期了，比较内向腼腆，很正常
的。慢慢来。”听说老罗中秋要叫
阿信来家里过节，刘彦佑笑着说：

“你多请他几次，他要是不来，我去
帮你请。”老罗听到这话也笑了。

走出老罗家，刘彦佑对记者
说，小孩子在另一个家庭生活那
么久，突然得知自己亲生父母另
有其人，一时间都很难接受。孩
子以后如何打算，也要靠父母和
孩子沟通商量。“（失踪被拐儿
童）找到时还是未成年人的，我
们更希望他们能与亲生父母一
起生活。”刘彦佑说。

今年 1 月，公安部部署全
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
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
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截至
8月 30 日，全国共找回历年失
踪被拐儿童3480名，其中时间
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儿
童积案 171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468名。

广州警方今年以来就已经
找回了 71 名失踪被拐儿童。
刘彦佑看着一个个家庭历经多
年的痛苦后终于团圆，感到欣
慰，也感到压力。

随着侦查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打拐成效越来越显著。近
几年来，广州极少发生儿童拐
卖案件，新发案件破案率已达
到百分之百，且大部分都能在
24小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

刘彦佑说，目前的工作难
点仍然是积案旧案的侦查，许
多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案子，
可用的信息太少，即使借助新
技术、新手段，也仍然需要警方
一遍遍翻阅案卷查找线索。

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失踪被
拐儿童被找到，刘彦佑觉得，即

使再难，也要帮助那些在寻子路
上苦苦坚持的父母，争取找回更
多被拐儿童，了却他们的心愿。

在刑警支队之前，刘彦佑
在特警支队、基层派出所都有
过工作经历。为什么会来到打
拐办？刘彦佑想了想说：“我没
什么特长专长，可能组织就看
上我工作认真负责这一点吧。”

不同于特警支队日复一日
的训练和基层派出所每天的走
街串巷，打拐工作不仅要接触
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也要坚
持不懈地追寻拐卖妇女儿童的
犯罪嫌疑人。这无疑是更惊险
的挑战。

2015 年，刚来到刑警支队
的刘彦佑还是个“打拐新人”。
他接到一项任务，去云南抓捕
一名人贩子。

当地下了三天暴雨，刘彦
佑也和同事们在嫌疑人家外面
蹲守了三天三夜。“那里是泥石
流高发地区。嫌疑人的家就在
一个山脚下。”在蹲守点不远的
地方，就有一块标志牌，提示着
这里的泥石流风险。

第四天清晨，嫌疑人出
现。刘彦佑已经做好了抓捕他

的准备。但嫌疑人似乎意识到
不妙，突然往房子后的山上跑
去。刘彦佑立刻起身拔腿追了
上去。刚刚结束的暴雨让山上
的泥土潮湿松软，随时可能发
生泥石流。刘彦佑根本顾不上
这层危险，他冲在追捕队伍的
最前面，追了两三百米后，抓住
了嫌疑人。

事后，刘彦佑才隐隐感到
后怕：“当时如果发生泥石流，
我就和他（嫌疑人）一起被埋
了。”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通讯员 张毅涛 区靖雯

在团圆故事背后，有这样一位打拐民警：

为抓人贩子
他在暴雨中
蹲守三昼夜

即使再难，也要找回更多被拐儿童

抓捕嫌疑人，是更惊险的挑战

“团圆”行动，助离散家庭圆梦

A

打拐民警
刘彦佑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摄

扫一扫，看打拐民警
刘彦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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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也透露了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首先是建设公路慢行
系统。省交通运输厅将根据国
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等要求，按职
责分工做好慢行系统建设（特别
是靠近城镇区域公路的慢行系
统建设）相关工作。

对于靠近城镇区域的公路，
宜结合城市建设和交通总体规
划、交通出行需要等，在公路两
侧规划设置非机动车道及人行
道。当公路机动车道运行速度
较高时，宜考虑设置与机动车道
相隔离的非机动车道及人行
道。如道路用地受限，可考虑利
用（或改建）周边的乡间道路、既
有的绿道或碧道，为连续骑行提
供条件。

其次是探索压缩收窄机动
车道建设非机动车道。省有关

部门将指导各地积极探索，在充
分征求公安、自然资源、交通运
输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
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流量、现状道路宽度、
安全问题和法律问题等多种因
素，在已有的城市道路压缩机动
车道宽度、开辟自行车专用道。

最后还将开展广东交通设
计标准研究。参考现有的国家
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
范》(GB50688-2011)、《城市道
路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CJJ37-
2012），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
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
1116-2014）和广州市《城市道路
标准横断面设计指引》，研究制
定广东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标
准，明确将保障非机动车路权纳
入其中。

答复表示，广东已经开展了
相关的工作，首先是制定工作指
引，设置非机动车道隔离设施。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1年依
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
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等标准和
规范，制定了《防范化解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风险工作指引》（以
下简称《工作指引》）。

按照《工作指引》的要求，
各地市需在双向四车道及以上
的道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
道为一幅路设计的城市道路
上，设置机非分隔设施。要求
各地市做好隔离设施的设计，
在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隔离
设施的路段及交叉口施划诱导
标线、车道指示标线，加强隔离
设施的管养维护。

其次是开展非机动车道试
点建设。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关于开展人行道净化和自
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的意见》
（建城〔2020〕3 号）要求，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年 3月印发
了《关于请大力支持人行道净
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有关工
作的函》（粤 建 节 函〔2021〕179
号），要求各地市在市区范围内
选择 3-5 个区域，开展人行道
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试
点。目前，已经有 20 个地市上
报试点建设方案，12 个地市已
上报阶段性总结。接下来，将
督导各市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
专用道建设试点工作进展，及
时总结并推广相关经验，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

李静波指出，为了避免汽
车与单车道路混用，采取渠化
方式，增加单车与非机动车的
隔离线，可以避免重大交通事
故的发生。

“建议加强对电动自行车
的管理，同时加强执法检查。”
李静波说，鉴于电动自行车和
自行车在一般城区和中心城区
事故增加的特点，有关部门要
严格电动车的使用标准，以及
加强对驾驶人的防护要求。对
于没有非机动车专用道的快速

道路，严格执法，禁止电动自行
车、单车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并
开展安全教育。

他还建议，合理规划机动
车、非机动车、行人道路之间
的隔离区间。“通过改善城市
高等级道路的慢行交通环境，
根据道路大小的实际情况，合
理规划机动车、单车、行人的
隔离区间。”

省政协委员王巧云也提案
建议，拓宽现有的非机动车道，
保障非机动车的基本通行。改

变简单的在原步行道上施划非
机动车道的做法，尽可能实行
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道分离。

她还建议探索收窄机动车
道宽度，开辟专用自行车道。
她说，目前广东机动车道宽大
多采用 3.25 米国家规范，但在
重点城市的繁华路段也有收窄
到 2.95 米实例。“建议在深圳、
广州、珠海开展试点，探索将
3.25 米车道标准改为 2.95 米，
用节省下来的空间开辟专用自
行车道。”

李静波分析指出，由于城市
发展快速，城区人流量大、交通
需求多、道路拥挤、车辆密度高
等，会导致单车、电动自行车事
故多发。据统计，城市居民以单
车上班、上学约占 15%，上下班
的最后一公里，骑共享单车的人
比例更高。

此外，城市公路上由于没有
汽车与单车隔离线，导致单车交
通事故发生数的比例较大，大多
数原因是共享单车与机动车共
同使用城市车道而造成的。电
动自行车事故主要集中在电动
自行车与机动车之间，电动自行

车与行人、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
之间发生的伤害事故，总体占比
超过 12％，已到了不可忽视的
状态。

从交通事故的城市区域分
布上看，发生在城市快速路和
一、二级公路等限速较高道路的
事故中，电动自行车占比较大；
在远郊地区发生的事故，因为汽
车速度快而单车伤亡事故的严
重程度较高。

从事故主观原因看，汽车司
机视野受限，自行车驾驶者违
章，随意变化方向而导致交通事
故占很大成分。

答复 各地市选择区域
开展专用道建设

探索 研究制定设计标准
保障非机动车路权

现状 缺乏隔离线 导致事故多
建议 城市道路上 增加隔离线

共享单车时代的到来，电动自行车的家庭拥有量
快速增加，加上外卖骑手的广泛使用，给人们带来方便
的同时，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以深圳市区为例，
2017年以来，共有133632起涉及自行车违法交通事
件，全市由于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54人。
为了保障市民安全，省政协委员李静波和王巧云都在
今年省两会期间提案要求平等路权，建议在城市道
路上增加单车与非机动车的隔离线。日前，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
对提案答复表示，将督导各市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
专用道建设试点工作进展，及时总结并推广相关经
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加强安全隔离设施检
查，确保道路符合规划设计和法规要求。

城市公路缺乏隔离线，电动自
行车、自行车驶上机动车道，致相关
事故频发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今年 8 月 30 日 19 时许，刘
彦佑驱车来到白云区棠溪村。
老罗和妻子住在一栋出租屋的
二楼。听说刘警官要来，老罗下
楼迎接。老罗一家才搬进二楼
的房子，客厅里只摆放着两张简
易的床、一个冰箱和几把椅子。

老罗带着刘彦佑走到最里
面的房间，说：“这个是留给小孩
的。”老罗所说的小孩就是阿信。

2009年 3月 15日，3岁多的
阿信和几个小孩一起上街玩，后
来其他小孩陆续回家了，阿信却
不见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孩
子，老罗才报了警。警方将此案

立为拐卖案件进行侦查。由于
线索极为有限，加上客观原因的
限制，查找工作非常困难。

阿信失踪后的第一年，老罗
辞去工作，印好寻人启事，带上
大儿子骑着电动三轮车出去找
孩子。为了找阿信，老罗去过英
德、开平，也去过湖南，但是一无
所获。后来老罗暂时回广西照
顾父亲，妻子留在广州边打工边
找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
罗一想到丢失的孩子就痛苦万
分。担心孩子有一天回来了找
不到家，夫妻俩几次搬家都没有
离开棠溪村。

找到失散孩子，并非故事终点

3岁娃被拐，父母苦寻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