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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开始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工

兄弟陆续返城，热闹的乡村又空寂下来。

而在杭州利星广场附近，那些熙熙攘

攘观赏音乐喷泉的人群中，几乎不会有人

注意到，角落里常有一位身着一条单裤的

残疾人，用一只手哆哆嗦嗦地吃着方便

面。他叫吴成斌，今年38岁，早年从黄山

市歙县来到这里打工，因病致残后，已经

流浪三年未回家。

异常寒冷的春节

40年前，10元钱、5斤粮票救路人

40年从未忘，当年10元钱、5斤粮票的恩

回家的路有多难？

2月 18日，农历大年初

九，太和县赵集镇王油坊村刘

树春老人的家中远道而来一

位女客人，她是专程从深圳赶

来给他这位没有任何血缘关

系的“爷爷”拜年的，说起这其

中的缘由，那可是一段感人的

故事呢。

10块钱、5斤粮票外加6

个馍，40年前，刘树春的“恩

情”让一位灵璧县的路人，生

命得以延续。几十年来，“报

恩”成为这名灵璧老人最大的

心愿。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寻

找，灵璧老人的后人终于找到

了刘树春，于是，就有了开头

的一幕……

怀揣着刘树春相助的钱物，刘炳绍顺

利回到了灵璧的家中。之后几年又生育

了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紧巴巴，前些

年，两个女儿先后去了广州和深圳打工。

然而多年前的那份恩情始终让刘炳

绍难以忘怀，他也曾多次试图寻找“恩

人”，然而时光荏苒，物异人非，当年的行

政区划早就变了样。

“2009 年我父亲不幸患上了脑血

栓。”替父亲前来“寻亲”的刘炳绍二女儿

刘坤雪说，“患病后，父亲神志有时候不太

清晰，但却经常在我们面前提到我刘爷爷

（刘树春）的名字，说要不是他自己的命早

没了。”

2012年 7月份，刘坤雪准备到安徽

太和县看望自己的义妹，父亲听说女儿

要去太和县，就让女儿帮他找40年前的

恩人。

“我父亲不依不饶，一再告诫我说一

定要找到这位叫刘树春的救命恩人。”

“路人”已老，托女儿追寻恩人

刘坤雪从灵璧来到阜阳太和八里店

的义妹家中后，就和义妹租辆车四处打

听，寻找刘树春。

“真没想到我刘爷爷的名声那么大，

几经打听竟然很快找到了他的家。”刘坤

雪向记者一连说。原来，这位刘树春老人

在太和县东部农村是个十里八乡都知道

的大好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很多人都知

道。

说起认亲的场景，刘树春老人很是

激动，他说刘坤雪找到他后，喊完爷爷还

非要给他钱，“我哪能要他们的钱啊？可

最后刘坤雪还是硬塞给了我老伴500元

钱。中秋节的时候，她和她姐姐给我们

寄来了月饼和茶叶。我去年11月19日

过生日的时候，姐两个又给我寄来了一

千多元钱……”刘树春哽咽地说。

刘坤雪也高兴地对记者说，“刘树春

就是我的亲爷爷，我父亲由于现在身体

不太好，再加上现在家中的事情很多，就

没有前来给我刘爷爷拜年。等明年我们

全家都会来给刘爷爷拜年！”

张锐乾 记者 杨文艺 宁大龙

涌泉相报 ，誓把恩人当亲人

三年露宿街头

2012年 7月的一天，太和县王油坊

村84岁的老人刘树春和老伴正在家里看

电视，突然打外面走进来一位女士，这位

女士一见到他就问“您是刘树春吗？”“我

就是，您是？”“爷爷！我可找到您了，您就

是40年前救过我爸爸的大恩人啊！”

时间回到1974年 8月的一天，灵璧

县谭堂乡20余岁的刘炳绍，孤身来到河

南省济源县某煤矿当掏煤工。或许是身

体素质不行，刘炳绍很难适应煤矿上繁重

的工作，只能回家。但此时他已经身无分

文，无依无靠的刘炳绍决定走路回家。由

于几天没吃饭加上天气炎热，他在一煤矿

门前晕倒了，幸而遇到了刘树春。

当时的刘树春也是来打工的，看到煤

矿门前躺着一个人，刘树春赶忙跑上前又

是掐人中又是喂水，一阵折腾后救醒了那

位年轻人，听说是安徽老乡，就把身上仅

有的10元钱、5斤粮票给了刘炳绍，又从

工友那里借了 6 个馍塞到刘炳绍的怀

里。刘树春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我也很穷，也吃不饱饭，也只能拿出

这些救助他了。”年轻人感激不尽，记下刘

树春家庭的住址，说回到家后一定还上这

些钱。

黄山一民工病残后，流浪三年没有回家

哪里是爱流浪
是不想成为家的负担

“我特别想家，但又怕拖累家里人。”昨日上午，在取得吴成斌

的信任后，他终于开口说起自身的经历。

吴成斌是黄山歙县昌溪乡红旗村人，三年前，他跟随老乡一

直在杭州的一些工地上做泥浆工。他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在

拱宸桥附近铺设大理石地面。那时候，他的收入还不错，曾给家

里寄去过三万块钱，是家里的绝对经济支柱。

噩运不期而至。三年前的一天，吴成斌突发脑血栓，变成了半

身不遂。工地干不下去了，生活都难以料理，更没有了经济收入。

“所以，我干脆选择了流浪，不再回家。”吴成斌说，尽管这一决

定让他时刻痛心。逢年过节，望着色彩斑斓的灯火和喜形于色的行

人，吴成斌异常孤独。他清楚记得，今年大年初三的寒夜，杭州利星

广场温度低至零下，呼呼的西北风刮得枝叶“刷刷”作响，唯有他一

人在深夜的灯光下打着寒战。

吴成斌说，他27岁结婚，算起来，大儿子现在已经10岁，小儿

子也有7岁了，他很想爸妈老婆和两个儿子，“想归想，我不能回

家，不能再给他们增加经济负担。”

至于家里的一些细节问题，吴成斌似乎不愿意过多描述。望着

四周杭州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这样的高楼

我也曾经盖过。”

可现实是，他现在是缺吃少穿，露宿街头。在他流浪的生活

里，也会有人给他送点吃的和穿的，实在饿得不行了，他也会开口

找人要一点。

大年三十的晚上，附近酒店的泊车员张贵棉怕吴成斌冻坏

了，就跑到在附近做装修的张景涛那里找了一床被子，送来给他

盖上。张贵棉说，吴成斌残疾，吃方便面只能用一只手，如果没人

帮助恐怕不行。

有一次，他在街头碰到一位老乡。老乡告诉他，因为他多年没

有回家，妻子带着儿子也已经外出了，去了哪，也没人知道。

日前，在当地媒体的关注下，吴

成斌受到了社会的帮助，有人给他

送来棉被、棉衣、毛线衣、裤子和鞋

子。浙江知名书法家陈首宇捐献书

法作品，委托爱心人士义拍，希望帮

助吴成斌。

“如果有人出钱送你回家看看，

你愿意吗？”

在沉默一会之后，吴成斌说，

家乡一别就是3年，这3年里，他很

想念妻儿，也常常在梦中见到他

们，后来手上没钱了，“回家”更是

成了一种奢望。

或许，吴成斌的选择对他本

人来说是正确的，他不想靠老婆

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来养活自

己，这是另一种爱的方式。或许，

我们暂时帮不了吴成斌太多，但

我们可以送他回家看看。本报联

合《浙江日报》，关注吴成斌的回

家之路，他老家的情况究竟如

何？妻儿又去了何方？离家三年

能否再一家团聚？请关注后续报

道。

记者 陈明 张火旺《浙江日报》记

者 包敦远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