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叁

贰壹 流浪汉自述短视频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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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我是孤儿，在外漂泊30年
寻亲人：他是我弟，离家出走16年

日前，一则题为“三
十年打工生涯，没拿过
一次工资，人生最多存
款 500 元”的短视频登
上热搜。视频中，在广
州人民桥游荡的一男子
自称孤儿，为河南焦作
人，13岁被养父母赶出
家门，在外漂泊三十年，

辗转多个打工场所均受欺辱，常
被拖欠工资，靠善心斋饭及捡垃
圾为生。

该视频引发多方关注，经
查，该男子名为陈振强，1980年
出生，实为山西省长治市人士，
16 年前因与父亲发生口角出
走，一路漂泊流浪至广州。6
月 17 日，在广州市尚丙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及广州市荔湾区
流动救助服务队的助力下，陈
振强与家人相认，其哥哥陈振
国曾表示，希望能早日补办相
关证件，尽快带弟弟回家。

目前，陈振强的身份证补办
申请已通过，6月 19日，他随哥
哥及嫂子回到阔别16年的山西
老家，陈家人希望能为他找个落
脚的地方，再找份工作。羊城晚
报记者日前电话追访陈振强的
状况，陈家人表示，在外漂泊多
年后归家，弟弟已逐渐适应了老
家的生活，他们不愿弟弟再被过
多打扰，期待生活恢复平静。

据悉，陈振强自小内敛，言
语行动上略有迟缓，不爱说话，
但因并不妨碍日常交流，故而
家里人并未带其到医院做过相
关检查。2006 年，父亲催促陈
振强到家中菜地干活，一来二
往，父子二人发生争执，陈振强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起初，陈
家人并未过多在意，以为其正
在气头上，出门冷静几天，过了
一些时日，久未见其归家，这才
开始着急寻找。

哥哥陈振国回忆，起初以
为弟弟没跑远，便在村里转悠
找寻，尔后，又扩大到整个长
治市以及附近，仍旧一无所
获。陈振国妻子王雪兰补充
道：“当时他身上带了传呼机，
但那几年也没给家里人打过
电话，半点消息都没有。”彼时
乡下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寻
人艰难，陈振国也没想到弟弟
气性这么大，一去不回，苦寻
无果。近年来，全国历次普查
人口，也没有收到弟弟的消
息，村里人甚至猜测，陈振强
说不定死在了外头，陈振国

也气馁，有点歇了找人的心，
但这种猜测他不敢向家中父
母提起，每每念及弟弟，年迈
的父母总要抹眼泪。2013 年
5 月，父亲弥留之际，仍记挂
着小儿子，陈振国及王雪兰
在其病床前答应：“能找一定
继续找。”

近日，消失 16年的陈振强
出现在网上一则短视频中，他
称自己是河南省焦作人，出生
便被亲生父母遗弃，被养父母
收养后并未过上好日子，反而
被百般虐待，书也没读完，13
岁便被赶出家门，至今已在外
流浪三十年，到广州已有十三
个年头。

此外，陈振强还提及自己
多年来风餐露宿，在黑砖厂、美
食城等场所打过工，但一直被
拖欠工资，只能靠善心斋饭及
捡垃圾过活，甚至曾被人打得
头部受伤，留下伤疤。视频引
发网友极大共情，一度登上热
搜，根据拍摄者发布的后续视
频可知，曾有好心人捐款捐物，
由拍摄者代交给陈振强。

该系列视频同样引起广州
市尚丙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及
广州市荔湾区流动救助服务队
的关注。多年来，尚丙辉热心公
益，坚持关爱外来人员，帮助过
不少流浪汉寻亲成功，据他回
忆，2018 年时，便已见过陈振
强，“当时他在附近游荡，我就让
他进屋，买了馒头和猪头肉，请
他吃了顿饭，还尝试给他找份
工。”尚丙辉说，“他说自己是河
南焦作人民路新庄村人，我们也

联系了焦作的警方。”据焦作警
方传来的相关消息，新庄村确有
人走失，但各方面信息与陈振强
对不上号，希望通过采血进行血
型匹配，作进一步确认，但陈振
强性子执拗，不愿配合。

四年来，尚丙辉及志愿者们
一直留意陈振强的去向，其长期
在荔湾区坦尾公园附近露宿，常
骑着一辆黄色共享单车，除了坦
尾之外，也常在坦尾地铁站、人民
中路、荔湾广场、光孝寺一带到处

游荡，但因所获信息甚少，未能取
得进展，只能继续在网上为其发
布寻亲帖子。广州市民政局得知
后，高度重视，通过面部识别技术
确定陈振强的真实姓名及籍贯等
信息，并提供给尚丙辉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共同助力寻亲。

6 月 14 日约 14 时，志愿者
再度于资讯平台“今日头条”为
陈振强发布寻亲帖，当天下午，
这条帖子引起远在山西的同村
村民注意，村民将链接发到村里

的聊天群中，并打电话告知陈振
国，“你兄弟上了新闻”。陈振国
得知后，立马拨通妻子的电话，
让其找出户口本对一对信息。

“我一看照片就觉得不用对，照
片上就是我弟弟本人。”王雪兰
说，两口子回家又找出户口本一
番对照，确认就是陈振强，当即
联系尚丙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6月 15日，二人从山西老家
出发赶往广州，准备带失散 16
年的弟弟回家。

6月 16日早上 8时许，风尘
仆仆的陈振国及王雪兰夫妻二人
来到尚丙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尚丙辉为其联系安排住所，本想
劝其稍作休整，但二人寻亲心切，
未多休息，便与尚丙辉团队及荔
湾区流动救助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来到陈振强常游荡的人民桥、海
珠广场、坦尾地铁站及人民中路

附近寻找其踪影，但一直到当天
22时许，也未能寻见。

6月17日上午11时，社工谢
文佩带着陈振国夫妻二人前往
坦尾附近的桥中派出所报警，而
其他志愿者也继续在各个可能
区域寻找。“当天下午四点钟左
右，桥中派出所传来消息，他们
已捕捉到陈振强的轨迹，我们在

民警的带领下，在坦尾公园的角
落终于找到他。”谢文佩回忆道。

在坦尾公园，陈振国终于见
到了失散 16 年的弟弟，王雪兰
在旁边说道：“之前几天他就没
个笑脸，今天下午见到他弟弟，
脸上笑得都是褶子。”

找到陈振强后，桥中派出所
的民警曾将其与家属带回派出

所，对事件来龙去脉仔细询问，
桥中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失
散多年双方相认是件好事，但还
需进一步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对
事件核实查验，确认无误。

目前，陈振强的身份证补办
申请已通过，6 月 19 日，他随哥
哥及嫂子回到阔别 16年的山西
老家。

“119吗？我这里水快过来了，快
派人来！”又一通新的电话打了过来，清
远市阳山县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员钱家
乐在安抚求助者后，熟练地记下人数、
地点等信息，立即联系最近的救援队前
往现场进行救援。

6 月中旬以来，清远、韶关等地遭
强降雨袭击，受灾严重。在清远市阳
山县，暴雨致使河水上涨，全县多个乡
镇及现场道路和民房被淹、部分房屋
倒塌、群众被困、车辆行人受阻。

值班 3 天，钱家乐接到 300 多通求
救电话，作为后方接线员，钱家乐的工
作和一线救援人员一样不可或缺，他
的坚守与付出，成为了连结受灾民众
和救援力量的纽带。

引发关注多方助力寻亲

已随哥哥回到山西老家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6 月 20日早晨 7点，阳山的
天空阴沉沉的，钱家乐来到值班
岗 亭 开 始 为 期 3 天 的 接 警 值
班。看着外面的雨下个不停，他
的心里有些紧张。

“我在岭背镇，有老人和孩
子被水困住了，快来帮帮我们！”
刚到岗不久，钱家乐就接到了第
一通报警电话，他边与报警人沟
通，边记下被困人数、地点、水深
情况等关键信息。随着警铃被
拉响，阳山县消防救援大队的队
员们迅速出警，奔赴现场。

连日来，清远暴雨不断。为
应对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两个
星期前阳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就
开始清点救生衣、冲锋艇，检查
车辆情况，为抗洪做好准备，接
警员也接受了应急处置训练，严
阵以待。

“铃铃铃，铃铃铃”窗外的雨
势渐大，接警电话的铃声也愈来
愈急。一队队消防员赶赴抗洪

一线，偌大的营区内只剩下钱家
乐一人。

狭小的岗亭内，钱家乐双眼
紧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显示着清
远消防支队分发下的警情；另一
边，他还需要时刻留意电话铃
声，这是求救者直接打到大队的
报警。每隔两三分钟，新的警情
就会出现，钱家乐记录后，再按
照轻重缓急联系就近的小组前
去救援。通过电话线和网络，众
多和钱家乐一样的接警员，成为
了沟通求救者和救援队的桥梁。

值班 3 天，钱家乐接到 300
多单警情信息。21日晚上最忙
的时候，钱家乐接着电话，电脑
屏 幕 上 连 续 弹 出 4 单 出 警 请
求。“实在是太忙了，我只能边抄
电话里的信息，边处置电脑上的
警情。”钱家乐告诉记者，因为警
情太过密集，自己3天内几乎挤
不出时间休息，只能在偶尔出现
的接警间隙闭眼眯上一会。

虽然没有冲在救援一线，但钱家乐的坚守与付出，同样感人至深——

他是求救者与救援队之间的一道桥梁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清远消防

值班3天，接到300多单警情1
除了群众报警电话和支

队下发的警情信息，时不时还
会有 120 的电话被转接来寻
求帮助。

22 日早上 7 点多，近 48
小时没好好休息过的钱家乐
正感到疲惫，报警电话再次响
起。这起报警不同往常，电话
那头的医生语气很急，他告诉
钱家乐，在阳山县城有一位孕
妇快要生了，需要尽快转移到
医院。

钱家乐当即将警情汇报
给一线的值班干部，就近调配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处置。事
后，在现场处置的班长告诉
他，孕妇安然无恙，他才长舒
一口气。

值班的 3 天内，钱家乐听
到过各式各样的求救声，哭泣
的、颤抖的、急切的……人们的
呼救不断传来，他只能通过连
轴转的工作回避压抑的心情，

直到一通来自钱屋村的求救电
话打来。

“这里是水口镇钱屋村，快
来救我们，水已经快到 2 楼
了！”听到熟悉的地名，钱家乐
大脑一片空白——钱屋村正是
他的家乡，家里只有80岁的爷
爷和76岁的奶奶两人。

电话那头是钱家乐的叔
叔 ，“ 我 的 爷 爷 奶 奶 怎 么 样
了？”数十个小时积压的情绪
再也无法隐忍，钱家乐哭着询
问，“不清楚，联系不上！”钱屋
村已断水断电，爷爷的手机打
不通，疲劳和害怕让钱家乐几
近崩溃。警情不等人，屏幕上
的信息还在不断弹出，他只能
强撑着继续工作。

22日下午，一组消防队员
要前往钱屋村送物资，钱家乐
找来同事换班，一同前往。抵
达之后，钱家乐眼前的村子已
不是熟悉的模样，“房子塌了

许多，我小时候常去玩的一间
瓦房也被冲毁。”来不及细想，
他直奔家中。

看到健在的爷爷奶奶，钱
家乐胸口的石头终于落地，他
喊了一声爷爷，四处查看房屋
浸水状况，确认安全后就离开
了，在村头还有一车物资等着
送进去。

6 月 23 日凌晨 3 点多，洪
水渐退，钱家乐近 3 天的值班
也结束了，他睡了一个长觉。
下午起床时，他看到云已经散
了，外面的太阳亮亮的。

钱家乐在工作中钱家乐在工作中

陈振国与走失 16 年的弟弟陈振强
受访者供图

陈振强自述视频截图
来源网络

在广州市尚丙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及荔湾区流动救助服务队的助力
下，陈家人带着陈振强回到山西老家

接到家人求助，含泪坚守岗位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