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6日 星期二

编辑：于洁 美编/组版：宋晓霞

今日烟台

寻亲 C09
您的寻亲路，一直有我们陪伴，免费寻亲热线：6610123

嗨嗨，，老老伙伙计计，，过过得得还还好好吧吧
分别34年的老战友终于见面了，他们相约退休后一起去寻找“青春”

线索征集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是否在茫茫
人海中苦苦寻找走失的家人？亦或是
分别多年的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
老邻居。你们曾经一起度过美好时
光，却因为种种原因失去联系。

只要您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本
报热线6610123，本报记者将第一时
间为您联系，并通过本报报道为您寻
找，《齐鲁晚报》寻亲版期待为您搭起
一座桥梁，连通一片美好的明天！

见习记者 田甜

孩子走失是做父母最不愿意面
对的噩梦，但有人却利用孩子走失时
的焦急心情进行诈骗。7月29日，西安
的一对正在寻找走失孩子的父母接
到一个烟台号码发来的短信，称孩子
在他们手中，不给钱就要变卖孩子的
器官。公益网站的工作人员建议，通
过正规传统媒体或寻人网站可以避
免诈骗。

走失信息发上网

4岁女孩辛艳琳是7月25日下午
走失的，小艳琳的父母焦急万分，并
怀疑宝贝女儿可能被人拐跑。

26日，就有好心的朋友将小艳
琳失踪的消息发到了网上，并公布
了小艳琳父母的联系方式，这条消
息和很多寻人帖一样得到了热心
网友的转发。这时，寻找失踪儿童
的公益网站“关注网”的工作人员
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并联系了小
艳琳的父母，利用网站在全国的志
愿者帮助寻找。

有人短信来诈骗

“关注网”的工作人员孙女士
告诉记者，孩子丢失，大人都很着
急，但2 9日，小艳琳的父母却接到
了这样一条短信：“你家小孩在我
这，两万块钱，小孩还给你。”据孙
女士说，小艳琳的父母当时很谨
慎，马上拨打了这个烟台的移动号
码，但对方没有接听，并短信说：

“通话，现在不行，想定位我的地方
吗？”不一会儿又发来短信说：“我
骗你，给钱我不要了，别人会给，小
孩的器官有人要。”

小艳琳的父母很警觉，立刻将这
一情况告诉了警方和“关注网”的工
作人员，请他们帮助调查和分析。孙
女士告诉记者，经过与当地警方的沟
通可以确认，这是利用小艳琳走失的
消息进行诈骗的短信。

建议求助正规媒体

网友得知此事后纷纷谴责诈
骗者，也有网友在网上要求烟台警
方严肃处理此事。记者从烟台移动
营业厅了解到，现在在移动营业厅
办理正规的号码都需要出示身份
证明，但是不排除市面上存在已久
的“黑户”号码。这些黑户号码的使
用者与登记者往往没有关系，很多
诈骗短信、诈骗电话都是利用这种
号码进行的。除非有当地公安机关
介入，否则不能随便泄露客户资
料，所以，尚不能确定诈骗短信号
码的注册信息。

孙女士告诉记者，一般家里有孩
子走失，大人情急之下不会顾虑保护
自己家庭的隐私，将手机号码曝光到
网上，很容易被骗子利用。其实，通过
一些正规的传统媒体或寻人网站是
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

孩子丢失防诈骗

发布消息要谨慎

本报记者 王永军

7月31日，本报以《57
岁退伍老兵苦寻34年前战
友》为题，报道了退伍老兵
张兴智寻找战友汪光一
事。见报当日，看到本报报
道的汪光联系上了张兴
智。8月1日建军节这天，分
别34年的老战友终于见面
了，践行了当年聚会的心
愿，虽然迟到了几年，但场
面依然温馨。两人还相约，
退休后一起去看看当年挥
洒过青春汗水的地方。

8月1日上午10点多，记
者来到了福山区，在门楼水
库管理局门口见到了分别34

年的这对老战友。他们坐在
门前的台阶上，相互之间并
没有什么太多言语，但是给
人的感觉却非常温馨而美
好。

“建军节当天，早上5点就
醒了。”张兴智告诉记者，听到

找到战友的消息后，他兴奋得
一晚上没睡好觉，在心底一直
盘算着如何见到老战友。张兴
智说，他早上5点多起床收拾
妥当后，乘坐第一班33路公交
车往福山赶。

张兴智告诉记者，随后在
福山区的一处公交站点，他和
打车前来的汪光一起来到了
门楼水库管理局。虽然两人的

变化都很大，但是两人很快就
找到了当年的感觉，聊起个自
近年来的境况。

“转眼间过去30多年了。”
汪光告诉记者，他听朋友说，
有战友在报纸上寻找他。结果
一看到报纸，原来是老张，是
他也一直在寻找的人，终于在
建军节见面了，感觉太幸运
了。

“这些年一直在寻找。”张
兴智说，他从部队复员回家
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战友
的脚步。为寻找战友，他还前
后几次从莱州来到福山区，到
有关部门寻找老战友的踪迹，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想着当年
30年后相聚的约定无法践行，

感觉特别失落。
“他在找我，我也一直通

过战友寻找他。”听到张兴智
寻找自己的事情，汪光显得也
很激动。他告诉记者，他在烟
台还有一些其他战友，每年和
他们聚会，都要打探关于张兴
智的消息。

为了当年的约定，两个
人一直在相互寻找，这一找
就是 3 4年。“最要感谢的还
是齐鲁晚报。”张兴智说，他
根本没想到见报当天就能
找到老战友，还是多亏了本
报的报道，给他们搭起了重
聚的桥梁。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虽然不在一个
地方当兵，却机缘
巧合一起参加了部
队文学文艺创作学
习班，一起到全省
各地体验生活，一
起采访……可惜在
各自工作最忙碌的
时候失去了联系。
如今，66岁的烟台人
柳经祥想通过本报
寻找当年的战友张
辉斌，问一声，老朋
友可还好？

“这是1972年我们一起搞文
学创作时到照相馆里拍的照片，
这是1975年我退伍之后我们见面
拍的照片……”5日下午，柳经祥
老人抚摸着这些收藏了40多年
的老照片，陷入了回忆。照片的
边缘有些发黄，但人像部分被保
护得很好，相册很旧，一看就是
经常翻阅。

柳经祥说，他今年66岁，1970年
入伍，在山东省军区技术队当兵。
要寻找的这位战友叫张辉斌，比他
小3岁，1971年入伍，在山东省军区
下面的平度县中队当兵。

1971年，军区召集各地文艺
骨干和文学创作骨干举办学习
班，两人都参加了。从此以后，两

个人经常一起参加文艺创作，一
起写小说，写文艺节目的脚本。
后来军区成立了专门的创作室，
张辉斌从平度调到了济南。为了
更好地进行创作，两个人经常一
起去全省各地体验生活，一起采
访。直到1975年，柳经祥退伍。

退伍后柳经祥回到了烟台，
到了烟台广播电视台，而张辉斌
则在军区创作室继续搞专业创
作。大约是1993年，张辉斌来烟
台，通过柳经祥的单位找到了他
的家，两人还一起吃了顿饭。之
后，两个人就各自忙活自己的生
活和工作，跟对方失去了联系。

“人老了，就喜欢回忆。我经
常想起当兵那个时候，想起这个

当时要好的朋友，想着再见他一
面。”柳经祥说，年初的时候，他
忍不住给张辉斌写了封信，寄往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想着
老战友可能退休了，这个部门也
可能不存在了，因此柳经祥特意
在信封上注明，希望见到信的同
志能帮忙找一下这位战友。

可半年过去了，没有战友拨
打他留在信中的电话，柳经祥也
没有得到其他回复。“我想见见
这位老战友，还有另一位当时军
区的战友闫桂山。”柳经祥说，他
希望能像年轻时那样，跟老战友
一起交谈，一起回忆当年。若读
者您能提供线索，请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6610123联系。

2200年年没没见见的的老老战战友友，，你你在在哪哪里里
上世纪70年代在济南当兵的烟台人柳经祥想寻找战友张辉斌

老伙计，终于把你盼来了

34年来，两人一直在相互寻找

久别重逢，老战友张兴
智(右)、汪光(左)坐在台阶上促
膝长谈。 实习生 卢昌胜
摄

▲两人1972年拍的照片，左
为张辉斌，右为柳经祥。 本报
记者 苑菲菲 摄

柳经祥在翻看40多年前
的老照片。 本报记者 苑菲
菲 摄

“等我俩退休了，就一起
去中缅边境旅游。”张兴智
说，他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基
本上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
来，等汪光也退休后，他们打
算一起去看看当年挥洒过青
春的地方。

听到张兴智这样说，汪
光也一直在旁边附和。汪光
说，当年在中缅边境当兵的
日子虽然艰苦，却是生命当
中最好的时光，有一群好战
友相互扶持，感觉特别快乐，
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美好。

“每年的建军节就是我
们聚会的日子。”汪光笑着
说，他们已经商定，每年的建
军节都要聚会。现在条件好
了，和老战友一起聚会、聊天
是件特别幸福的事。两家的
孩子也可以交个朋友，经常
走动。

两人相约

退休后一起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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