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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李冰的小叔上世纪50年代中期被军医夫妇抱养，现在很可能在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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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寻亲

您的寻亲路，一直有我们陪伴，免费寻亲热线：6610123

见习记者 田甜

吉林省松原市
的李冰先生有一位
素未谋面的小叔。20
世纪50年代中期，李
家由于生活较困难，
将刚刚出生的男孩
经人介绍交给当地
驻军的一对军医夫
妻 抱 养 。后 部 队 换
防，军医夫妻离开了
吉林，但并未给李家
留下联系方式。长大
后的李冰多方打听
这位被抱养的小叔，
得知当年这支部队
可能到了烟台或青
岛。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王永军)

“我哥哥走失一个多月了，至今没
有消息。”26日，家住龙口的市民王女
士拨打本报寻亲热线，她的哥哥王世
伟7月4日从大连回烟台，下船后再也
没有回家。由于哥哥患有轻度精神分
裂，现在家人希望能赶快找到他。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哥哥王世伟
今年42岁，前段时间心情不好，就带
了1000元钱到大连玩，7月4日下船就
再也没有回家，至今已经一个多月
了，家里人十分担心。

王女士说，当时在大连坐船回烟
台时，王世伟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当
地派出所打来电话求证王世伟的信
息，王女士还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在路
上照看下哥哥，后来得知哥哥安全下
船了。

王女士说，哥哥王世伟身高1 . 72

米，体重170斤。比较白净，走失时上
身穿灰色竖白条衬衫，蓝色长裤，脚
穿黑色皮鞋。带东北口音，平头，鬓角
处有不少白发。“他有轻度精神分裂，
就怕他在外受到刺激。”王女士说，哥
哥走失后，家人来烟台找了半个多
月，报警也始终没有消息，贴寻人启
事也没效果。

“就希望他赶快回家。”王女士
说，哥哥没有结婚，和老父亲住在一
起，现在76岁的老父亲准备再次出发
寻找王世伟。如果您有线索，请拨打
本报寻亲热线：6610123。

王世伟快回家
家人都在找你

李冰告诉记者，小叔出生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李冰除
了这个小叔外，还有一个姑姑
和 两 个 叔 叔 ，加 上 自 己 的 父
亲，李冰的爷爷奶奶共生育了
5个儿女。据李冰介绍，自己老
家在吉林扶余县，解放时爷爷

奶奶在三岔河镇经营一家杂
货铺。当时家里将两间房子腾
出来给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
个后勤部队治疗轻伤员。就这
样，李家和部队的战士们渐渐
熟悉了起来。

李冰的小叔降生时，李家已

经有四个孩子，繁重的负担让李
冰的爷爷奶奶很难承受。恰好当
时后勤部队中有一对30多岁的
军医夫妻一直没有孩子，经人介
绍后，这对军医夫妻就抱养了李
冰的小叔。李冰说，那一年可能
是1955年。

家里孩子太多，军医夫妇抱养了小叔

李冰告诉记者，小叔的事
大都是爸爸和姑姑告诉他的。
5 0多年过去了，姑姑、叔叔和
父亲都惦记着这个最小的弟
弟到底去了哪里。在李冰父亲
的记忆里，抱养小叔的军医夫
妻文化素质很高，为人也很开
明。李冰说：“小叔刚刚交给他
们的时候，妈妈经常领着我姑
姑和爸爸去看小叔。”

据了解，随着抗美援朝战
争结束，到李冰爷爷家治疗的
伤员越来越少。军医夫妇抱养

了李冰的小叔后半年左右的
时间，驻扎在三岔河镇的这支
后勤部队就离开了。这对夫妇
离开并没有给李家留下联系
方式，李家从此与最小的儿子
失去了联系。

李冰告诉记者，小叔离开吉
林的时候，父亲才10岁左右，现
在已经50多年过去了。父亲年前
做胃癌手术时，在病床上向他多
次提到这个最小的弟弟，很希望
能再见到他。李冰说，寻找小叔
是所有家人多年的心愿，希望通

过本报的寻找，军医夫妇和小叔
能看到息，也希望当年曾经在三
岔河镇驻扎过的志愿军后人能
提供一丝线索。

李冰曾托人打听当年驻扎
在自己家附近的部队去了哪里，
只知道“部队可能去往青岛、烟
台”，再没有其他信息。如果1955

年前后在吉林扶余县三岔口镇
驻扎过的军人及其后人能够提
供 相 关 线 索 ，请 与 李 冰 ：
18643818668，或本报寻亲热线：
6610123联系。

50多年后，家人盼亲人团聚

退退伍伍老老兵兵寻寻总总后后勤勤部部汽汽车车团团战战友友
1968年—1995年在此团的烟台战友们，请来共叙军旅情

本报8月26日讯(见习记者
田甜 ) 芝罘区的高先生有

过28年的军旅生涯，近日他拨
打本报寻亲热线，说起当兵的
故事，高先生对自己所在的总
后勤部某汽车团充满了感情。
高先生说，自己从1968年就在
该汽车团，1995年退伍，现在希
望通过本报找到同在总后勤部
汽车团也同是烟台人的战友一
起相聚。

高先生说，他在部队期间
经历了几件大事。1 9 6 8年—
1969年，曾在广西参与过援越
抗美；1973年—1977年，曾在
西藏搞运输；部队还曾到过山
西、内蒙古自治区等多个地
方。说起当兵的日子，高先生
总是带着浓浓的自豪感。高先
生说，他所在的12连曾经荣获
集体二等功，并获得过前越南
国家主席孙德胜签发的嘉奖
令。

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想
找的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认识
的战友，而是想找 1 9 6 8年—
1995年间作为总后勤部汽车团
的所有战友们。高先生说：“我
们战友在一起，会回忆起曾经
共事过的点点滴滴。”

高先生说，他曾有个同班
的战友名叫周宝元，是烟台牟
平人，两人有着8年的战友情
谊。对于一些老兵，自己都怀有
尊敬之情，对于那些与自己一
起经历过援越抗美等重大事件
的同龄战友们，则是兄弟般的
情谊。

高先生在部队时间较长，
部队使用的代号曾几次更改，
但高先生至今还烂熟于心。高
先 生 说 ，部 队 曾 用 过 6 8 0 3 、
0559、5925、59049这些代号，希
望参加过这些部队的烟台战友
能够联系高先生。联系电话：
13583509058、6610123。

大大意意丢丢失失联联系系方方式式，，好好兄兄弟弟你你在在哪哪
分别十几年，安徽老兵吴今河千里寻烟台籍战友吴建利

本报8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金夏瑞 ) 继本报刊登寻找

战友见报当日取得联系后，18

日，得知此事的退伍老兵吴今
河联系到本报，讲述了他与失
散十几年战友的故事。离开部
队以后的吴今河再也没有见过
亲如兄弟的战友吴建利，他想
通过本报尽快找到。

吴今河与吴建利同在1992

年来到黑龙江某武警支队教导
队当兵，刚到部队的第一天，他
俩就因为同姓吴被同班的战士

误以为是亲兄弟。吴今河说：
“我是安徽芜湖人，吴建利是烟
台龙口人，我们怎么会是亲兄
弟呢？但是，恰恰因为这个误会
我们越走越近，最后比亲兄弟
还亲。”

“ 1 9 9 2 年 底 ，我 两 刚 入
伍 ，阿 利 是 文 书 ，我 是 教 导
员，他很开朗，我们有很多共
同语言，每天和这个新兵蛋
子一起训练、吃饭，就这样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一米七
几的个子，黑黑瘦瘦，很开朗

很 爽 快 ，是 典 型 的 山 东 大
汉。”吴今河深情地说。1 9 9 5

年 9 月 ，大 约 在 退 伍 前 两 个
月，吴建利被调到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阿城区工作。吴今
河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
张纸条，纸条上留着他的住
址和联系方式。但是回家后
我一心只顾着工作、挣钱，竟
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为这事，我自责了十多年。”

后来，托人在黑龙江多
番寻找未果后，吴今河认为

吴建利应该是回到了龙口老
家，便打算亲自到吴建利的
家乡寻找，可繁忙的工作让
他分身乏术。吴今河还记得，
在部队的时候吴建利经常提
起他的家乡龙口，久而久之，
龙口在吴今河的心中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吴建利今年39岁，如果您
见到吴建利或知道他的相关信
息，请尽快与吴今河联系，联系
电话：13966218662，或者拨打本
报寻亲热线：6610123。

①高先生(后排右一)与战友们在中越边界水口关的合影。

②高先生所在的汽车团在高原行车的照片。 高先生供图

①①

②②

王世伟 家属供图

烟台的战友们
赶紧来聚会

本报8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田
甜) 今年32岁的吕江飞有一段关于
西藏的记忆。13年前，他与几十名烟
台老乡一起参军，成为陆军边防一团
的成员，并驻扎在西藏山南军分区。
两年后退伍，大家就失去了联系。吕
江飞希望还身在烟台的战友能一起
相聚，共叙当年的军旅情。

2000年12月，数十名20岁左右朝
气蓬勃的烟台青年一起踏上了前往
青藏高原的旅途，19岁的吕江飞就是
其中一员。吕江飞告诉记者，当时他
们一行六七十人，先坐火车到成都，
然后乘飞机进藏，最终驻扎在海拔
2720米的山南军分区。刚到西藏时，
很多战友不适应高原气候，因缺氧引
发了高原反应。“有一次中午吃饭时，
因为缺氧有个战友晕倒了，我还记得
他是莱阳的闫传风。”吕江飞回忆道。

在部队的生活让吕江飞与战友
的感情越来越深，至今他还记得很多
战友的名字和家乡。牟平的于春雨，
海阳的于吉红，莱阳的姜春林等人，
都是让吕江飞牵挂多年的好兄弟。

吕江飞说，他们是2002年12月退
伍的，本想在2012年搞个退伍十年战
友聚会，让还在烟台的战友一起聚一
下，但苦于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
彼此的联系方式。为此，吕江飞也曾
在网上发贴，但最终退伍十年聚会的
愿望还是落空。

希望同样是2000年—2002年在
西藏边防一团的战友看到我们的报
道能够与吕江飞联系，共叙战友情。
联系电话：18364495058、66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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