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他的描述中，我们觉得
他的家乡也应该在西南方向的
一个山村。这 20多年间，我们
去了远近十几个地方，发了很
多传单，问了无数的人，但一直
没有结果。”说起这个，郭冠也
很无奈，20多年来，这名聋哑人
辗转在七八户村民的家中生活
过，但从未离开过庙庄村。

“初来时，他白净、年轻，充满

找家的动力。经过 20多年的岁
月打磨，如今他已苍老了许多，眼
神中也充满了疲惫、无奈、绝望。
想想都让人心疼！”郭冠告诉记
者，目前这名聋哑人已经被接到
鲁山县民政局，希望可以通过比
对DNA等技术手段来寻找到他
的家人。

请大家帮助这个山村里的聋
哑人，让他早日和家人团聚。

这名聋哑人来平顶山20多年了
每天早上，他都会对着西南方大喊
像是在呼唤远方的亲人
他的家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帮帮他

平顶山市鲁山县土门办事
处庙庄村是个小山村，说起村
子里这个从外边来的聋哑人，
村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
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20多年。
但这20多年来，他似乎很想家，
但又找不到回家的方向。近
日，庙庄村委和村民想通过本
报帮这名聋哑人找到家人。
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图

鲁山县土门办事处庙庄村
党支部书记郭冠介绍，这名聋哑
人大约是1998年流浪到庙庄村，
至于他从何时开始流浪无从得
知。这名聋哑人左面颊有一花
生米大小的黑瘊子，现在年龄55
岁左右。

从他的手语比画中大概知
道，他 20多年前和同村几人一
起在平顶山地区打工，后与其他
同伴失联。“他在地上画过汽车
和火车，意思大概是从家里坐了
汽车和火车来到平顶山这边打
工。”郭冠说，提起同伴，这名聋
哑人很愤怒，疑似是被同伴骗去
财物后抛弃，才流浪至此。

从哑巴比画的手语得知，他
当年的家中有老母亲、妻子和孩

子，他为养家糊口出来打工，却
未曾想到已经离家20余年。

流浪到庙庄村后，他被几家
好心人收留下来，帮人干些农
活、杂活。“他这个人很聪明能
干，很多事情一看就会。但这里
毕竟不是他的家，每当他想起家
乡的时候总是很悲伤。”郭冠说，
每到夜里，山村的人家都在享受
天伦之乐，而他却面对西南苍
穹，仰天长啸！每天早上，都能
在河畔看到他对着西南方向喊
叫，像是呼唤着远方的亲人！看
到此情此景，村民们也很心痛。

20多年间，庙庄村委联合
收留人曾多次到豫南及湖北、四
川等地帮他寻家，却始终没能找
到他的家人。

20多年前打工时流落到平顶山小山村

他的家在哪里？我们一起帮他寻找

如您有线索，请联系鲁山县土门办事处庙庄村党支部。

联系方式：郭冠15937570188或1359217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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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新闻奖赵超构新闻奖””好专栏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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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300年古树修路绕行
多花近50万元获赞

桐柏南路长江路口北
200米，有株300多年树龄的
古皂角树。2012年，桐柏南
路打通时遇到这株古皂角
树，路面施工方多投入近50
万元，把这棵古树留在路中
间，且建了一个巨大的花坛，
成为现代建设与保护古树完
美结合的一件暖心事。
保护3株古树，楼宇改图纸

高新区金菊街紫藤路口
西北角，原丁楼村旧址初中校
园内，有两株国槐，一株600多

年树龄，一株200年树龄，同时，
还有一株黄河以南树龄最长的
文冠果树，具有极重要的科学
研究价值。在社会古树名木爱
好者的努力下，一栋楼改了规
划，把3株古树全部保留下来。
为1200年的古槐建公园

文化北路大河路口西
北角东赵村新建小区内，有
一株1200年的古槐，曾经见
证过黄河花园口堵口纪事谈
判。2014年面临处置时，市
领导非常关注，要求建设单
位重新改规划，为这株1200
年的古槐建了一个公园。

这棵留存在大都市区200多岁古槐：
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担当

古树下，孩子们在嬉戏玩
乐，大人们在话说家常……这
些碎片化的记忆，组成了可以触
摸的乡愁。

这些古树是活化石，是绿色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在郑州CCD现代化的建
筑群中，有一株200多岁的古
槐，让常庄村村民很是自豪：“最
古老的树留在最现代化的建筑
群里，本身就是个奇迹。”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文 图/文

最古老的树留在
最现代化的建筑群里

郑州市陇海西路北、中原西路南、
南水北调渠西、西四环以东这片区域，
就是“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四个中
心”（即 郑州 CCD，Central Culture
District，简称CCD。郑州东有CBD，西
有CCD，一个是城市中央商务区，一个
是城市中央文化区，一东一西，连成这座
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轴线。）所在，“郑州
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四个中心”奠基石
西侧10米处，有一株高大的古槐。

7月 22日上午 8时许，常庄村村
民李先生对前来参观郑州CCD的几
位市民介绍：这株古槐是常庄村最
古老、最粗的一株古槐。

郑州CCD建设时，把这株古槐规
划到凯旋路的路边，还专门建了方形
大花池为古槐保土保墒。古槐最高
枝头的一个 10多年的喜鹊窝也一并
保存了下来。

李先生说：“现在，这株
古槐生长条件比村子没拆
之前还好。这段时间，古槐
上的喜鹊窝里，一对喜鹊早
上立在枝头叫着，像报喜，
又像欢迎大家来。”

记者看到，这株古槐高
约 25米、胸径 75厘米左右，

枝繁叶茂，树根部建有20平
方米的护树花坛，树根部一
并生长的，还有七八株小楝
树和枸树，长势较旺。

李先生今年69岁了，他
说爷爷小时候，这株古槐就
和现在差不多粗细，这株古
槐树龄有200年以上了。

在此服务全国民族运
动会的市园林局植物专家
任志锋对记者说，这株古槐
枝头上没见到政府普查古
树名木的标志牌，说明在15
年前那次全郑州市古树名
木普查时，可能把这株古槐
给漏掉了。

“不过，这株古国槐太
幸运了，它是郑州CCD建设
过程中保存下来的一株原
生态古树，非常难得，很珍
贵也很有价值。”任志锋说。

这些古树是有灵气的，
它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

和乡愁，一旦失去将不能复
制和弥补。在城市建设规
划与此发生冲突时，为把古
树风姿保存下来，无论是建
筑还是道路都要为保护古树
让路，这既是一种理念，又是
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担当。

“这株古槐，是郑州护
绿活动中的一个标志，其意
义也是标本式的。”任志锋
表示，将向负责古树名木保
护的相关部门通报，让专家
科学测定此古槐的具体树
龄，登记挂牌，把它列入郑
州古树名木保护名录中。

古槐有200多岁了

这株古槐是郑州护绿活动的一个标志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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