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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和救助对象聊天，并按“音”索骥寻找线索

三三年年帮帮两两百百名名流流浪浪者者找找到到家家
秦国庆是济南市救助站的救助员，在24日的

表彰大会上，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在一线从事
救助工作3年来，他帮助近两百名特殊困难对象
(患精神疾病与先天性智障人员)找到家人。

按“音”索骥，帮少女找家

秦国庆把帮流浪人员找家的过程称
为“破案”。2010年从部队转业之后，秦国
庆便来到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三年来
他已经帮助近两百名患有精神疾病或智
障人员找到家，破获了近两百起“案子”。

由于流浪者中有的是精神失常、智力
残疾的人员，有的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聋
哑人，有的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从
这类人群中询问出他们的家乡并帮他们
找到家的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为此，秦
国庆时常利用工作之余去济南市精神卫
生中心对那里的病人进行询问工作。

他一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抽时间就
去管理区跟滞站人员交流。翻看他的笔记
本，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案情分析，此外还
有笔迹迥异的字体，“这里面很多都是流浪
人员自己写的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

在聊天过程中，秦国庆通过辨识他们
的乡音、流浪人员回忆起的生活点滴来确
定这些人的家乡。“按照他们的口音以及说
出的地名从地图上找。”有时候地名的汉字
无法精确确定，他只能依照拼音，凡是音相
似的，他一个都不放过，先确定大范围，然
后由面到点，最终找到流浪人员的家乡。

在救助过程中，秦国庆还会挨“冤
枉”打。“在救助精神失常的流浪人员
时，这类人突然就会莫名其妙打你一
拳、踹你一脚。”秦国庆称。救助站的救
助员们不光会挨打，有时还会冒着得传
染病的危险进行救助。“听这些人说话
时，我们都将耳朵贴到他的嘴边；跟他
们说话时，怕戴着口罩他们听不清，专
门摘掉口罩在他们耳边喊。”虽然冒着
这种那种的风险，秦国庆想得更多的还
是想及早询问到他们家乡的相关信息，
帮他们早点找到家。

比起这些，最让秦国庆头疼的还是那

些“跑站”人员。据秦国庆介绍，救助站的
救助对象本是那些无依无靠、生活困顿的
流浪人员，但在他工作过程中，总会遇到
一些“职业”流浪汉，频繁到救助站骗取救
济，“这些人把政府救助的车费当成公费
旅行，一般都称他们是‘跑站’人员。”

“我们给他们开车票只能是开他们回
家方向的车票，不会逆向开票。而我们这
样做时，大部分‘跑站’者却并不领情。”秦
国庆说。面对这些“跑站”人员，秦国庆一
向秉公执法，“凡是进站的流浪人员，都会
在全国救助网进行登记。他们在哪些地方
的救助站滞留过我们一目了然。”

“跑站”人员最让他头疼

4月21日，对于秦国庆只是平常的工
作日，而对于姜丽霞一家来说却值得铭记
一生。在救助员秦国庆的帮助下，她得以
在走丢一年之后回到家。

姜丽霞今年20岁，2013年12月进站
接受救助。由于她来到救助站时神志不
清，无法与其交流，救助站便先以“无名
氏”为名将其送到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
接受治疗。在3月的一次探访中，姜丽霞
无意中说出了“台前”这个词，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秦国庆便随手记在了自己的
工作本上。

秦国庆按照拼音搜索了多遍之后，又经

过多方电话询问，终于确认姜丽霞所说的“台
前”是河南濮阳台前。拨通台前村村委会的电
话时，村书记还吃了一惊，“村支书告诉我说
她家里人都以为她已经死了。”秦国庆说。

随后，秦国庆联系上姜丽霞的父亲。
这时才了解到，这个一直只想回家的女孩
子名叫姜丽霞，患有遗传性精神病，2013
年5月份就走丢了，虽然家里贴出了寻人
启事多方打听寻找，但苦寻无果，便放弃
寻找。不承想她流落到了济南。

确认之后，秦国庆立即为姜丽霞办理
了出站手续，并于22日亲自护送着姜丽霞
回家。

工作三年，“破案”两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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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的流浪人员盼望着回家。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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