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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到到熟熟悉悉的的声声音音差差点点落落泪泪
上海老兵通过本报找到了失去联系30年的烟台老领导

本报12月23日讯(记者 张
倩倩) “30年了，终于找到了我
的老领导，又听到了熟悉的声
音。”50岁的上海老兵孙新裕打
来电话告诉记者，通过本报寻
亲版，2 1日找到了他的老排长
孙福庭，接到电话时差点激动
得落泪，并且他们约好年后就
见面。

1980年上海人孙新裕到南
京某坦克部队当兵，结识了他
的好战友、好领导孙福庭，“他
大我 1 2岁，当时是我们新兵连
排长，跟我们同吃同睡，感情特
别好”。说起部队的人和事，孙
新裕首先说起的就是他的老领
导孙福庭，“他关心我，帮助我，
作为一名新兵，我心里有温暖

和感恩”。
1982年，孙新裕退伍回到了

上海，而孙福庭随后也转业回到
了家乡——— 烟台龙口。随着孙新
裕的结婚、换房、忙事业，慢慢就
跟孙福庭失去了联系。

“30年了，我想象不出他现在
的样子，但听到他的声音时，先
是楞了一下，不过马上就回过神

来，就是他！”孙新裕激动地跟
记者诉说，通过本报报道，2 1

日，孙福庭先给他打电话，接到
电话时差点激动地落泪，第二
天中午和晚上他又给孙福庭打
电话聊天、叙旧。“我们特想马上
见面，30年，我们都老了吧。”

孙新裕告诉记者，他记错了
孙福庭的地址，他不是掖县人，

而是黄县，后来改成龙口。他虽
然通过莱州的公安系统查孙福
庭的名字，因为地址错了，所以
一直也没有找到。

“终于找到了，我都找了五
六年了，感谢贵报圆了我的梦。”
孙新裕不停地感谢本报，并说快
到春节了，工作都比较忙，因此
他们约定年后就见面。

与与老老父父吵吵架架

儿儿子子离离家家一一年年无无音音讯讯
家人苦寻，却始终没有郭集峰的消息

本报12月23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从2012年夏天开始，龙口
市石良镇黄城集村的小伙郭集峰
再也没联系家人，父母每日在家
以泪洗面，好好的一个家庭因为
儿子的失踪蒙上了一层阴影。21

日，郭集峰的伯父求助本报，希望
能找到这个身高1 . 84米，体重240

多斤的儿子。
郭集峰的伯父说，侄子是

2012年8月跟家里失去联系的。
据介绍，郭集峰失踪前在龙口
当地一家饭店工作。在失踪之
前，家里正在给郭集峰办护照，
打算送他去韩国。也不知道为
什么，郭集峰的父亲跟他吵了
一架，自那之后，家人就再也没
跟郭集峰联系上过。“他的身份
证都扔在家里，我们报警了，在
龙口到处也都找过，可一点音
讯也没有。”

郭先生说，郭集峰是1990年
生人，职业是厨师。去年12月的时
候，民警曾追查到郭集峰在幸福

十八村的一家饭店，用自己的身
份证号登记做过厨师。可当家人
找过去的时候发现，郭集峰早已
经辞职了，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
留下。家里人拨打郭集峰的电话，
不是打不通就是关机，根本联系
不上。

“一家人光找他了，他妈在家
天天哭，就盼着儿子赶紧回来。”
郭先生说，家里人都很想念这个
侄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回家。

“他现在肯定是在烟台，但我们就
是找不着他，希望看到他的好心
人能提供个线索。”郭先生说，郭
集峰外貌特征很明显，身高1 . 84

米，体重240多斤。不知道现在是
不是瘦了，是不是在外面吃了苦。

郭先生说，家里人天天都盼
着孩子能回家，或者给家里打个
电话也好。郭先生希望，如果有人
有侄子的线索，可以联系6610123

或拨打15244532384与他联系。也
希望侄子看到消息之后，能给他
母亲打个电话。

白白天天好好好好的的，，半半夜夜突突然然出出走走
沂水县的宋振和在栖霞打工时走失，家人急寻

本报12月23日讯(记者
张姗姗) 近日，来自临沂市沂
水县的小伙宋和全拨打本报
热线求助，他的父亲宋振和在
栖霞一石子厂打工，12日白天
还好好的，13日凌晨却突然离
开石子厂，至今没有回去。宋
和全赶到栖霞找了一周，仍不
见父亲的踪影。

宋和全告诉记者，今年年
初，他的父亲宋振和几位老乡
从沂水老家来到栖霞市观里
镇小院村的富山石子厂打工。
13日，宋和全突然听与父亲一
起打工的老乡说，父亲走失
了。“一开始我没在意，觉得父
亲应该会自己回去。”可是3天
过去了，父亲仍然没有回石子
厂。宋和全感到事情不妙，立
即赶到栖霞寻找。

“我天天出去贴寻人启
事，栖霞和莱阳的很多乡镇、
集市都找过了，还是没有父亲
的下落。”宋和全说，18日，一
位出租车司机看到寻人启事
后联系宋和全，称当天在杨础
镇遇到了宋振和，但是宋和全

在杨础镇找了一天，仍是一无
所获。

对于父亲的走失，宋和全
感到有些困惑。“父亲平时身
体、精神状况都挺好，怎么会
突然走丢了呢？”宋和全从与
父亲一起打工的老乡口中得
知，11日晚上，父亲突然拨打
110报警，称有人打他。“民警调
查之后，发现并没有人打我父
亲，可能是他精神出了问题。”

宋和全说，石子厂的领导
担心他父亲可能是太累了，让
他12日休息了一上午。“下午
我父亲上班上到晚上8点，没
出现什么问题。”可是13日凌
晨2点左右，宋振和却突然离
开了石子厂。“门卫发现后，赶
紧把大家叫起来去追，可不知
道我父亲往哪个方向去了，他
们找到天亮也没找到。”

“我母亲天天掉眼泪，一
想到父亲，我晚上都睡不着
觉。”宋和全说，这些天他住在
宾馆都觉得冷，父亲流落在外
的遭遇，他实在不敢想象。

据宋和全描述，父亲宋振

和今年47岁，临沂市沂水县杨
庄镇下牛山村人。身高约168厘
米，身材偏瘦。走失时穿后面
有反光带的灰色工作服，戴黄
色帽子，穿翻毛牛皮皮鞋。如
果您见到宋振和，请尽快联系
他的儿子宋和全：15135655975，
也可拨打本报热线：6610123。

本报12月23日讯 (记者 张
姗姗 ) 今年4月，牟平区姜格庄
镇金山上寨村村民唐芳离开家，
说要外出打工，可半年过去了，
唐芳从来没跟家人联系过。半个
月前，她的父亲被诊断出肺癌和
肝癌，已经时日不多，十分想念
女儿。22日，唐芳的丈夫董开京向
本报求助，希望能尽快找到妻
子。

董开京告诉记者，他是牟平
区姜格庄镇金山上寨村人，妻子
唐芳于4月17日离家出走。“那天
她突然说要外出打工，但又说不
清去哪儿，这样我哪能放心呢，
就没同意。”董开京说，后来他有
事出去了一趟，晚上回家时，却
发现妻子已经离开了。

随后，董开京四处寻找妻
子，可是找了整整一夜也没有消
息。“她走的时候只带了身份证
和一点钱，衣服、手机都没带。”
董开京对记者说，如果真是外出
打工，不至于这么长时间都不跟
家里联系，不知究竟是为什么。

董开京说，孩子正在读高
三，妻子离家之后，孩子的学习
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刚开始没
敢告诉孩子，可时间长了就瞒不
住了。”董开京说，自从妻子走了
之后，孩子就无心学习。更糟糕
的是，大约半个月前，岳父被诊
断出患有肺癌和肝癌，已经到了
晚期。

“医生说老人可能过不了年

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唐芳的
家人更加着急了，身患绝症的老
父亲担心见不到女儿最后一面，
催着家人想办法寻找。“我到派
出所查过妻子的身份证，看她有
没有买过车票、住过宾馆等等，
但是没查到任何结果。”董开京
无奈地说。

据了解，唐芳今年40岁，烟台
市牟平区姜格庄镇金山上寨村
人，身高165厘米，留着长发。如果
您知道她的下落，请尽快告诉董
开京：13780976083，或拨打本报热
线：6610123。

父父亲亲患患癌癌症症

盼盼女女儿儿尽尽快快回回家家
牟平的唐芳快回家吧，父亲想见你最后一面

中中学学生生常常出出走走，，家家长长教教育育是是关关键键
中年人也是出走主要群体，家庭事业不顺是主因

10月7日，莱州16岁女孩曲
方文离家后就不知所踪了。父
亲给她打电话也不接，只回了
几条短信，说自己学习压力太
大，出来散散心，过几天就会回
家。直到11月16日，曲方文发短
信让父亲给她打钱，父亲通过
银行卡号才查到了地址，两天
后终于把她接回了家。

本报刊出寻亲版5个多月
来，曾报道离家出走的中学生
已有3人，其中两人16岁，一人17

岁，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大，不想

上学而离家出走。其中只有一
人被家长找回，另外两个女孩
仍不知身在何处。孩子还没有
成年，又是女孩，家长的焦急心
情可想而知。

毓璜顶医院心理咨询专家
门诊主任医师苏路侠告诉记
者，今年遇到的病例中约有10

名离家出走的中学生，主要原
因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中学生
抗压能力比较差，如果孩子突
然受到外界的某种诱惑，或是
受了什么委屈，就容易导致离

家出走的行为。”苏路侠说。
“鼓励、赞美对孩子很重要，

家长不要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
力。”烟台山医院南院心理咨询
门诊主治医师叶松涛说，在他接
触过的离家出走的病例中，中学
生占到70%。叶松涛认为，要避免
孩子出现离家出走的情况，家长
的教育方式很关键。“家长要帮
助孩子培养学习兴趣，多与孩子
沟通。如果孩子犯了错，家长应
当慢慢引导，不能过分指责，以
免打击孩子的人格。”

若您有唐芳的消息，请尽快
联系她的家人。 家属供图

如果您见到宋振和，请尽快
联系他的儿子。 家属供图

孩子离家出走，家长教育方式很重要

在本报曾报道的12名离
家出走者中，有6人年龄在45

岁以上。因亲人去世受到精
神打击、与家人发生争吵、事
业不顺利……这些都是导致
成年人离家出走的主要原
因。其中，海阳人姜德瑞于
2005年与家人发生矛盾后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据家人介
绍，因为早年高考失利，后来

事业、感情不顺，姜德瑞性格
变得多疑易怒，与家人生气
已是常事，但没想到他会离
家出走。

“即使受到了挫折，也不
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要为
家人和朋友想想，自己应该
为别人做些什么。”叶松涛
说，不要给自己设立过高的
目标，首先要做好力所能及

的事情，尽到自己应尽的责
任。“与家人发生矛盾时，也
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
免说出太过伤人的话。”

此外，相关专家建议，如
果遇到亲人去世的情况，不要
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可以通过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与家
人朋友交流等方式，来分散自
己的注意力。

家庭与事业不顺，是中年人离家出走主因

本报记者 张姗姗

自7月本报推出寻亲版以来，见报的离家出走者已达12人。其中3人是
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都因学习压力大，产生厌学情绪而离家出走。其次，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也是离家出走的主要群体，而离家出走的主要是因家
庭与事业不顺利，精神受到种种打击所致。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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