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带孤儿回家过年》受到众多市民关爱
1份十分意外的收获告诉大家

有个孤儿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强冷空气连续袭击，寒潮笼罩中原大地，谁在寒风中孤立无援？虎年将至，希望的种
子正在孕育，谁在寒冬中心怀憧憬？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本报暖冬征集令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推出“暖冬行动”，捐一件衣物、献一片爱心、送一
份温暖，让爱温暖这个冬天！我们邀爱心企业和市民一起携手，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为那些想帮助别人
的人提供一个渠道。为困难人群驱散冬日严寒，为心怀梦想的人们完成心愿！请您拨打晚报热线：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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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整齐
的刘海儿……还记得本报“带孤儿
回家过年”爱心活动中的3号孤残儿
童小丽吗？这个人见人爱的5岁小
女孩儿，一经本报推出，立即受到了
很多市民的关爱，至少有20个市民
明确表示希望带她回家过年。不
过，小丽在收到市民蜂拥而至爱心
的同时，也有了1份更大也十分意外
的收获：她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昨
日下午，本报记者找到了已经回到
亲人身边的小丽，我们也知道了孩
子的真实姓名：王燕。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晚报公益活动搭桥：家人在电
视中看到了福利院里的小丽

1月 27日起，本报推出了大型暖冬公益行
动——《带孤儿回家过年》，在 5天的时间内推
出了 10名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的爱心
档案，向社会招募爱心市民，期待能给孤残儿童
一个温暖的春节！

每一名孤残儿童，每天都能受到郑州市民
的热情关注；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也都牢牢地
印在了市民的心中。近两周时间，上百位市民通
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要求带孤残儿童回家过年。
本报的此次爱心活动，也受到了河南电视台民生
频道记者的关注。他们也及时跟踪，报道了本报
曾经报道过的3号孤残儿童小丽的情况。

“看到电视节目后，我突然发现，福利院里
面这个叫做小丽的孩子，不就是我们家的王燕
吗？”昨日，家住金水区龙子湖办事处夏庄社区
的王合员说，“太惊喜了，当时我就通知了王燕
的爸爸王建立，经过咨询，准备好了相关证件和
手续，去福利院接孩子去。”

认亲：小丽见到王建立，不爱说
话的她扑到怀中喊“爸爸”

2月1日中午时分，王建立带着他和妻子的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
等手续，来到郑州市儿童福利院“认亲”。

在核实了他的各种手续均符合要求后，福
利院的工作人员将小丽带到了王建立的身边。

出乎众人的意料的是，平时不爱言语的小
丽，在离开亲人近半年之后，在看到王建立时，
竟然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中，喊出了“爸爸”！

“当时，我很激动，没想到孩子会发生这么
大的变化。以前在家，她也很少叫我。”说起当
时的情景，王建立依然十分激动。

小丽口中的“爸爸”，也彻底打消了福利院工作
人员的疑虑，她们放心地把小丽送到了亲人身边。

然而，半年多的情感毕竟是一时难以割舍
的。分别时，可能还不能理解这种感情，小丽脸
上仍然是甜甜的笑容，而她的老师、她的临时妈
妈都流下了离别的眼泪。

“毕竟孩子是回到亲人的身边，我们也挺为
她感到高兴的。她是个很幸运的孩子！”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收养科科长赵静说，特别是当看到
孩子在离别时挥起了小手，并且甜甜地说“阿姨
再见、妈妈再见”的时候，她们感到很欣慰。

《带孤儿回家过年》
帮助小丽找到亲人

小丽就是王燕，她现在跟着姨妈生活很幸福

王燕不在自己的家中，如今生活在哪里
呢？经过了解，记者获悉，由于害怕王燕的
母亲再度对孩子造成不太好的影响，如今，
王燕已经被送到了姥姥家中。

18时许，记者终于在杨桥村一个农户家
中的厨房里，见到了可爱的王燕。

穿着一件带着点点的黄色外套，脸上带
着浅浅的微笑，她正在吃晚饭呢。炒黄豆
芽、清炒莲藕、豆角烧肉、咸菜……4个小菜，
手中拿着半个白馒头，喝着白米粥，王燕看
起来吃得很香甜。

“还认识阿姨吗？”看着曾多次去福利院

见到她的记者，王燕慢慢地点了点头，嘴角
露出了甜甜的小酒窝。

“你最喜欢吃啥饭啊？”对于记者的提
问，王燕小声回答：“大米饭。”

“俺是她的姨妈，她现在跟着我过。”家
中的女主人马松枝告诉记者，“看着王燕回
家了，俺们全家人都很高兴，王燕长得这么
漂亮，也很听话，是个乖孩子。”

马松枝说，她有两个孩子，儿子已经上
大学了，女儿今年参加高考。对于小王燕的
到来，全家人都可高兴，“我们都是亲人，照
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我们还能为王
燕做些什么？

“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希望王燕能够
尽早接受一些正规的教育，弥补小时候的
教育不足。”王合员昨日表示，由于王燕的
爸爸妈妈都是后天性的精神和智力障碍，
可以说，王燕完全是个健康的孩子。

王合员表示，他认为，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王燕从小和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生
活在一起，母亲也不让她和别的孩子交
流，促使王燕的交流渠道过于单一，不爱
说话。在走失以前，王燕基本上一天也
不会说一句话。而且，当别的孩子都在
跟父母学说话、学着认识这个世界的时
候，小王燕却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人教
过她什么。

“我们很想找一个能够寄宿的幼儿
园或者是学校，在照顾王燕的同时，也
能好好的多教给她点东西，正确引导
她，不能像这样耽误孩子的一生。”王合
员说，虽然经济能力有限，但她的亲戚
们也愿意每月凑几百元钱，帮助王燕。

小丽的名字叫王燕，是跟妈妈外出的时候走失的

昨日17时，记者赶到了金水区龙子湖办
事处夏庄社区的一套普通单元房内，也是小
丽的奶奶家。出乎意料的是，此行扑了空，
小丽并不在这里，而她的爸爸王建立抱着一
个小女孩出现在记者的面前。

“在福利院里面，大家都叫她小丽，她
的真实姓名叫做王燕。这是她的妹妹，叫做
王飞燕，刚刚 1岁多。”王建立露出了憨厚的
笑容。

王建立的堂叔王合员向记者介绍了王
燕的家庭情况。原来，王燕的妈妈叫做马春
松，曾经因为受到刺激，是个精神病患者。爸
爸王建立则因为患有脑炎后遗症，智力相对
低下。在这样的家庭出生后，王燕从小就跟
着妈妈生活。因为没有任何工作能力，自然
也没有收入，王燕一家都在享受农村低保，生
活很艰难。平时一些大的花销，比如孩子奶
粉啥的，都是靠亲戚朋友周济度日。

“以前，她的妈妈经常把王燕带出门去，

一连几天见不到孩子，就说送到亲戚朋友家
里了，过一段时间后，孩子都能回来。所以，
前段时间当孩子和她出门又不见了时，问她
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就说送到她妹妹家了。”
王合员说，当听说孩子被送到姨妈家了，家
里人也没想太多。

但等到时间长了，家人觉得不对劲了，
到10多公里的孩子姥姥家一问，才发现王燕
根本没有在那里。

“当时，我们都很着急，但从她妈妈口中
啥也问不出来。”王合员说，“本来以为孩子
就此丢了，可没想到这个比较苦命的孩子还
这么幸运，竟然又让我们找到了。”

据福利院提供的消息，王燕是被民警送
到福利院的，可能是在跟妈妈走丢的时候，
被好心人救起并通知了警方。

“如果不是被郑州晚报和民生大参考报
道，她也不能回到我们身边了。”王合员和他
的家人，一再对本报记者表示感谢。

王燕正在她姨妈家中吃饭，一脸的幸福笑容。王燕正在她姨妈家中吃饭，一脸的幸福笑容。

王燕的家不是一般的窘困。王燕的家不是一般的窘困。

王燕的爸爸正抱着她的妹妹。王燕的爸爸正抱着她的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