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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秋秋佳佳节节盼盼团团圆圆

有有人人欢欢喜喜有有人人忧忧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每逢这一天，远方的亲人都会
回来和家人团聚。但同样的节日有不同的故事，这个中秋，南
门外西街的赖文逸心里并不是滋味。

赖文逸的女儿远在天津，因为工作忙，今年中秋回不来
了。她知道女儿很孝顺，但看着别家都是团聚的景象，赖文逸
一个人多少还是有些不习惯。但亲戚朋友都送来了关怀，左邻
右舍和居委会也给了很多帮助，这让赖文逸心里很欣慰，感觉
并不孤单。虽然一个人过中秋，但是赖文逸仍然会包鱼饺子，
因为这是她和女儿都爱吃的。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曲彦霖) 一大清
早，于老爷子就提着大包小包在市场里晃悠。于老

爷子今年60岁，有个女儿在烟台上班，但由于单位离家
远，平日里住在宿舍也不能天天回家。“这是刚买的螃蟹和

虾，还活着呢。”老爷子打开塑料袋给记者看。
于老爷子是个急性子，临过节前好几天就给女儿打电

话确认回家时间，“孩子今天下班以后就回来了，她回来就
能吃现成的了。”

记者跟着老爷子回家到厨房一看，葡萄、桃子、无花果，还
有零食。于老爷子说，老伴正在水槽处洗花生，“这是昨天亲戚
刚送来的，我先泡上，给女儿煮点。”两位老人说闺女也老大不
小了，以后结了婚过节都要到婆婆家，所以结婚前就尽量享受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能准备的都尽量准备齐全。

于老爷子托熟人买了些新鲜的鲅鱼，晚上吃鲅鱼饺
子。老爷子说，胶东最出名的就是鲅鱼饺子，鲜！全家人
都爱吃。说着，老爷子拿起了电话，“晚上过来吃饺
子啊，孩子回来。”放下电话，他说这是叫弟弟和

弟妹呢，他们的孩子在外地上学，就俩人，
住得也近，一起过中秋热闹。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曲彦霖) 记者来到南门外
西街一间陈旧的小平房内，靠里面的一处就是赖文逸的住

处了。走进小屋，恰巧赖文逸的叔辈妯娌来看她。攀谈中记者得
知，今年已经63岁的赖文逸腿脚不大灵便，不能长时间站立，有一
个女儿在天津，平日里只有她一个人生活。“侄儿、外甥都经常来看
我。”赖文逸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说起自己的腿，“已经好多了，现在能站着切菜、做饭了。多亏了有
居委会和邻居帮衬着，还算好。”赖文逸正说着话，邻居提着一桶烧好
的水进来了，赖文逸起身接过，赶忙把水倒进水壶，把桶还了回去。

赖文逸的女儿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一直在天津，“去年换了份家
教的工作，越到过节越忙，要等到过年回来。”赖文逸说，去年中秋节
她是跟女儿一起过的，她提前特意准备了蟹、虾、香肠，“晚上包的鱼
饺子，她爱吃我也爱吃。”可惜女儿住了一晚，第二天晚上就走了。

在赖文逸眼里女儿是孝顺的，每隔几天就会来电话，每月也会
寄钱给她。赖文逸平时没有收入，除了女儿多亏了亲戚的帮扶，
“其他亲戚来也给我钱，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小一千”。今年

中秋赖文逸一个人多少还是有些不习惯，“我自己也
包点鱼饺子。”她笑着说，因为这是她和女儿都

爱吃的。

女儿远在天津

过节只剩她一个人

大包小包准备好
等着闺女回家

老老人人走走失失五五年年，，中中秋秋回回家家团团圆圆
市救助站节前帮流浪者找到家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孙淑玉
曲彦霖) 中秋节这天，老人们都

希望儿女能绕膝团圆，可左等右等
孩子都没有消息，常来看望的义工
来得也少了，福山一位七旬老人过
于孤独，竟选择自杀来结束寂寞的
日子。所幸，被邻居及时发现救了下
来。

家住福山区小杨家村的吕大爷
今年72岁了，老伴去世早，他一人独
自拉扯着儿子艰辛度日。30年来，他
没舍得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只靠3

个妹妹送来的旧衣服温暖自己。如
今孩子已经长大成家，也有了孙子，
可老人家的晚年却更加孤独。守着
空荡荡的老屋，一台滋滋作响的小
收音机是他唯一的老伙伴。

去年走访得知吕大爷的情况
后，鼎丰助学服务队的义工开始定
期到老人家中帮忙打扫屋子，陪老
人聊天。得知老人多年舍不得买新
衣服，好心人又给吕大爷送来了一
身新衣服。摸着眼前崭新的衣服，吕
大爷老泪纵横，拉着义工的手久久
没说出一句话。

6月起，忙着走访贫困学子，义
工们到吕大爷家的次数减少了。前
两天刚进村，就有认出义工的村民
悄声告诉义工，称吕大爷俩周前因
孤独自杀了，所幸被邻居发现救了
回来。

呆坐在炕上的吕大爷听见有人
敲门声，匆忙起身，没等义工走近，
吕大爷一把拉起义工的手埋头哭
了。“孩子你们可来了，我以为没人
要我了。”等义工要离开时，吕大爷
依然不肯松手，呆呆地倚在门外张
望了很久。

“吕大爷就是想找人陪陪，他一
个人孤单太久了。”义工说，考虑到
老人孤单，义工私下和常年照顾的3

个孤寡老人约好，今年中秋哪也不
去，大家一块儿到吕大爷家过节，给
这位垂暮老人更多安慰和关怀。

四个“老伙伴”

一起过中秋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蒋
慧晨 通讯员 于波 李培
强 ) 对家住潍坊市峡山区的
王光良一家来说，今年中秋必
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团圆节。
18日，从潍坊家中走失了近5年
的王延松，被烟台市救助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送回了潍坊，阔
别5年后将与家人再过“团圆
节”。

记者早在今年6月就在烟
台市救助管理站的宿舍里“认
识”了王延松，王延松1 . 6米多
的身高，轻微驼背，剪得很短的
头发大半已经花白。胸前的蓝
色塑料项链和用红色细绳穿起
的一枚海星是他的“宝贝”。王
延松平时话很少，不仅从来不
会给其他人添麻烦，还经常打
扫寝室和食堂的卫生。每次在
食堂吃完饭，他都会拿起笤帚
把掉在地上和桌子上的饭菜清
扫干净。

救助站工作人员说，今年6

月，北马路汽车站的工作人员
拨打了救助站电话。“有一位从
蓬莱来的老人不下车，他们回

忆是蓬莱的一对夫妻为老人的
买票，送上了来烟台的汽车。”
工作人员说，那时王延松穿着
短袖上衣和长裤，头发很长，随
身带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
一瓶矿泉水和一些小点心。工
作人员猜测，王延松曾在蓬莱
被好心人救助过。

王延松回到救助站后，说
自己是潍坊人，但综合王延松

最初的描述，户籍网上并没有
查到与之相符合的信息。无奈
之下，王延松只能暂住在烟台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说，18

日，尝试了几次“yan”的同音
字，终于在“王延松”上找到了
突破，信息上的王延松年纪、家
庭住址都符合最初得到的信
息。通过王延松所在村的村书
记找到了王延松儿子的联系方

式。通过王延松的儿子了解到，
王延松患有精神类疾病，5年前
从家中走失，家人报过警、张贴
过寻人启事，都没有得到王延
松的消息。王延松潍坊的家中
还有妻子和两个儿女。“虽然王
延松已经走失多年，但他的家
人还为他保留了户口。”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说。

18日早晨，烟台市救助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护送王延松到
潍坊市救助管理站，当天下午，
王延松的儿子就把王延松接回
了家。阔别5年后，王延松终于
能与家人一同过个“团圆节”
了。

据了解，被烟台市救助管
理站救助的范玉娟和黄永珍，
也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
家人的信息，即将和家人团聚。
烟台市救助管理站仍有十几位
被救助的流浪人员没有找到家
人，如果您的家中有人走失，可
联系各地救助管理站，寻找走
失家人的信息，希望流浪者们
都可以在“团圆节”与家人团
圆。

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将王延松送回家前，为他留了张影。
通讯员供图

平时邻居
都会帮忙给赖
文逸送开水。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月圆·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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