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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喊一一声声““娘娘””
结结一一生生母母子子
济南热心人收养河北孤儿
管住管上学，如今成一大家子

17日，袁佩颖刚从德州儿子家回到济南。
因为得知儿子腰部摔伤，她去看望后方才心
安。想起儿子郭红喜这些年经历的磨难，她不
禁心酸。不过，也正是这些磨难见证了这对

“母子”的真情。
25年前的冬天，十来岁的郭红喜流浪在

济南街头，躲在角落里，路过的袁佩颖夫妇把
他收留在家，一段“母子”情缘也就此开启。

本报记者 时培磊

“娘，你可别把我
送回去了”

这对“母子”的情缘还要
从1992年的那个春节说起。

大年初三，袁佩颖骑车子
前往亲戚家拜年，路过历城火
车站的货场时，用余光看到在
一个倒置的三轮车车厢里藏
着一个孩子。

“我挺生气，把他拉出来，
就问他躲在这里干什么，父母
找不到你怎么办？”当时天很
冷，男孩就穿着一身薄运动
服，冻得瑟瑟发抖。

袁佩颖把孩子带到附近
的传达室，给他买了烧饼和鱼，
孩子狼吞虎咽吃完。之后，袁佩
颖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吃饭
了。孩子说，自己一个人在济南
流浪，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袁佩颖想把孩子带回家，
又担心丈夫不同意，便先自己
回家问问丈夫。没想到，丈夫
听到后很是着急，对她说，万
一孩子冻坏了怎么办，说着就
要骑车子把孩子接回来。

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就
是郭红喜。回家后，袁佩颖给
他换上新衣服，又收拾出一间
屋子给他住。但那时，袁佩颖
还认为孩子是跟父母闹别扭
离家出走，想把孩子送回。

“我问他家是哪里的，他
说是河北某个地方的。”随后，
袁佩颖通过一位在全国邮电
工程工作的同学帮忙寻找孩
子的家人，但反馈的结果是没
有符合条件的家庭。袁佩颖心
里明白，孩子可能不相信自
己，说了谎。

袁佩颖有些伤心，多次开
导孩子。郭红喜终于开口说出
了自己身世，他老家在河北东
光县，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他
说，娘，这次我跟你说实话了，
你可别把我送回去了。”

一声“娘”让袁佩颖心里
充满了怜爱。她通过同学联系
上郭红喜所在村的村支书，得
知确如孩子所说。亲戚家里又
十分贫穷，无力抚养这个孩
子。郭红喜正是因为贫穷才出
来流浪。

找学校找房子找
保姆

袁佩颖夫妇下定决心，不

能再让他流浪街头。
后来，郭红喜老家的亲戚

过来探望，还留下一封证明他
身份的信，信中说，“看到孩子
在这里幸福地生活，我们也就
放心了。”不仅袁佩颖两口子
喜欢这个孩子，家里的女儿也
欢迎这个哥哥的到来。

郭红喜在接受采访时坦
言，他真正的生活正是从遇到
袁佩颖这一年开始的。不过，
新生活伊始，郭红喜就要面临
上学的问题。

“他当时已经十来岁了，
得赶紧上学了。但是户口的问
题又解决不了，周边的学校都
不接收他。”为此，袁佩颖和丈
夫奔波在各个部门和学校，最
终在郭店镇找到一个学校。

“这里离家很远，就给他在学
校周边找了房子，学校没有食
堂，又给他雇了保姆，专门给
他做饭。”

郭红喜在回忆这一段时
光的时候感慨，袁佩颖对待他
真的是视如己出，他从来没有
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妹妹吃的
东西，去过的地方，享受到的
关心，他一点也没少。他们母
子俩从来没红过脸，那几年是
他平稳又幸福的一段时光。

小学毕业后，郭红喜学了
厨艺、电焊、开车，找了工作。
郭红喜说，那时自己很年轻，
也很爱玩，在外面闯荡，跟家
里联络也少了很多，直到又一
起灾难降临在他身上。

无名氏重伤醒来
见到了“母亲”

重伤进医院被当成“无名
氏”，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

“母亲”。
2005年5月下旬的一天，

深夜11点多，袁佩颖已经睡
下。一通紧急电话打过来，对
方称自己是郭红喜的朋友，郭
红喜被人捅伤，送到市立四院
重症监护室，情况十分危急。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救我的孩子。”袁佩颖赶到医院
重症监护室，四下打听才知道
儿子是以无名氏的身份入院
的。“没有人来医院看着，对不
上个人信息，才填了无名氏。”
袁佩颖告诉记者，她哭着对护
士说，自己就是无名氏的母亲。

当时的那份诊断书封面
还能看到无名氏的字样，后来
被划掉写上了郭红喜。病历显
示，郭红喜神志恍惚，左侧胸

廓皮肤裂伤长约15厘米，头顶
也有十多厘米的刀伤。袁佩颖
日夜守在医院，每次见到医
生，她就上去哀求尽力抢救孩
子。

郭红喜回忆说，当他醒来
后，第一眼看到母亲在身边，
心里特别感动。“她在旁边，我
也感到心里踏实了。”

郭红喜被抢救了过来，从
医院出来后，腰部的伤没有痊
愈，他也迈不动脚，上不了楼
房。为此，袁佩颖的丈夫托德州
的一位朋友给他找了一处平
房暂时住下来养伤。在这里，郭
红喜遇到了自己的爱人，并在
德州买房组建了家庭。

没事不去打扰，
有事肯定出现

袁佩颖告诉记者，接下来
的十来年，他们一家人又迎来
一段平和幸福的时光。郭红喜
虽然在德州买房，但起初和妻
子多半时间仍住在袁佩颖这
里。郭红喜的儿子就是袁佩颖
一手带大的。

“孙子跟我特别亲，每天
放学回来就是要找奶奶。”袁
佩颖笑着回忆那段日子。直到
郭红喜有了第二个孩子，一家
人住在袁佩颖这里显得有些
挤，郭红喜一家才住到德州。
不过，袁佩颖一直留着郭红喜
的那间卧室。

如今，袁佩颖已经迈进60
岁，女儿在国外工作，郭红喜
则在济南一家货运公司干货
运。“每次来都恨不得买最好的
东西，买菜做饭，过年擦玻璃，
刷房子，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就
算亲儿子，又能做多少呀！”

袁佩颖保留着“儿子”从
小到大的所有资料，有病历、
证明信、认错书等等。她戴着
眼镜，再翻开那些泛黄的纸
片，不禁笑着说道，“这些都是
记忆，无价之宝，多少钱我也
不会卖的。”

两个月前，郭红喜下大货
车时突然踩空，腰部骨折。为
了不让母亲担心，郭红喜一直
隐瞒着，直到前几天才告诉袁
佩颖。“他说没大碍，但是我能
放下心吗？”正在北京开会的
袁佩颖立马给他买了护具奔
向德州。看到儿子安好，第二
天才返回。

袁佩颖说，“他大了以后，
没事的时候我不打扰他，有事
的时候，我一定要帮助他！”

袁佩颖（右一）和郭红喜（左一）一家人的合照。 受访者供图

袁佩颖随身携带郭红喜和女儿照片。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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