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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一”
原来叫司芳庆

29日上午9点左右，记者接到
一位姓司先生的电话，称27日本报
报纸上的第一位“无名氏”是他的
亲人，并想去滨州市优抚医院接他
回家。记者帮忙联系了滨州市救助
管理站后，经过再次联系，对方十
分确实“无名氏一”就是他叔叔家
的堂弟。

1 1点多，“无名氏一”的爸
爸、大爷和大娘到了滨州市救助
管理站。“无名氏一”爸爸带来的
身份证上显示，“无名氏一”名叫
司芳庆，1991年出生，家庭住址
是滨州经济开发区沙河街道办
事处范集村。随后，滨州市救助
管理站站长郑爱民便带领他们
去了滨州市优抚医院。

在滨州市优抚医院病房区，司
芳庆的大爷和大娘一见到司芳庆，
忍不住喜极而泣。“想回家吧？可找
到你了，都把我们急坏了。”司芳庆
的大爷一边抹眼泪，一边拉着他的
手说。他的爸爸站在一旁看着他，
脸部抽搐地想哭，却一再忍住，不
知道说什么好。司芳庆见到他的家
人后，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但
却还是不说话。

“庆庆，你在这里真是享福
了，他们把你养得这么胖了。”司
芳庆的大娘一边哭一边说。随
后，司芳庆的家人拿出一袋子自

己种的花生，还有一箱奶、橘子
等礼物，准备送给帮助过司芳庆
的人，救助站和优抚医院没有收
下。

村书记看到报道
告诉了他的家人

经过具体了解，原来是司芳
庆所在村的村书记范德强首先
看到了27日本报的报道，随后便
告诉了他的家人。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年5月份的时候，滨州大饭
店的门卫发现了司芳庆，便给救
助站打了电话。“当时发现他的
时候，他穿得很干净，虽然穿着
拖鞋，但是拖鞋完好无损，一看
就知道有人照料他，没有长期在
外流浪。”滨州市救助管理站副
站长杨荣骥告诉记者。

由于司芳庆被救助以后，救助
站的工作人员无论问他什么，他都
不回答，也不说话。根据救助站工
作人员长期工作经验判断，司芳庆
可能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因此救
助工作人员第二天便把他送到了
滨州市优抚医院，希望通过治疗，
他能透露出自己的一些信息。可是
半年多过去了，司芳庆却一直没说
话，不过在医院里，他学会了自己
穿衣吃饭。

“当时我们就觉得他是走丢
的，曾经在网络上发过他的照片，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滨
州市救助管理站杨荣骥说。

司芳庆的大爷告诉记者，他
从小大脑发育不完全，也不会说
话。他的爸爸司玉平日里白天在
外打工，只有晚上的时候才回
家。“当他爸爸打工回家发现他
不见了后，我们就开始到处找，
先是在我们村附近找，后来也到
滨城区找，找了得有两个多月，
后来一直没找到。”司芳庆的大
爷不禁眼里又有了泪花。

救助站建议今后
衣服上缝上信息

中午12点多，司庆芳的家人再
次感谢滨州市救助管理站以及滨
州市优抚医院的工作人员后才离
开。他们临走前，滨州市救助管理
站杨荣骥建议，以后在司芳庆的衣

服上都缝上详细的家庭地址以及
联系电话，这样无论是热心市民发
现了他，还是救助站发现了他，都
能及时和他家里人取得联系，把他
送回家。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滨州
市救助站已经救助了836人，包括

没有钱回家的、被骗来的、像钱包
丢了这种出现临时困难的以及走
失的老人或者被遗弃的人等。从
2011年到现在，救助过的未成年人
共有33人，其中男性20人，现在救
助站没有滞留的儿童，都已经帮助
他们找了家。

在此，本报呼吁广大热心市
民，如果你们知道或者见过本报
报道过的其他 4位“无名氏”，可
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本报热线电
话：3211123 15066987868，救助站
电话：3325627。希望我们可以一
起帮助他们回家。

11月27日，本报以《回
家》为题报道了滞留在滨
州市救助管理站的5名“无
名氏”，希望他们能早日找
到家。29日上午，记者接到
了一位司先生的电话，称
27日报纸上的第一位“无
名氏”是他的堂弟。经过核
实，27日报纸上的“无名氏
一”正是这位司先生的堂
弟司芳庆。29日上午，司芳
庆被家人接回了家。

“你想家了吧？”司芳庆的大爷拉着他的手问他，他的爸爸(左)和大娘(右)则在一旁喜极而泣。

我们在为司芳庆回家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为其他四人能否找到家而忧心。热心读者如有他们的线索请拨
打本报热线：3211018 3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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