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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你是冯庄的？”
“是。”
“你叫啥？”
“郑新伟。”
几句对话，比着郑州晚报上的照片，热心读者徐书增赶紧拉住了

黑黢黢的郑新伟，“妥了，就是他”。
昨日，本报在封面和A04版刊出《谁见了俺的“傻兄弟”》的报道之

后，中午时分，晚报读者徐书增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找到了郑新伟，这
里已是在距离他走失地点的22公里外。下午，刘杏莲见到儿子后，嗓
子有些哽咽，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她一把抹过儿子的脸，叹息着
说：“13天了，咋会不瘦啊。”晚报记者 辛晓青 实习记者 宋华/文 马健/图

《热的滋味 他想了18年》新闻后续

吴利军所患怕冷的怪病，众多市民来电询问

热心医生初步认为
怪病可能属于心理病症，
是可治之症

一位男子18年前得了怕冷的怪病，大夏天光裤子就穿
了17条，还嫌太冷，就跑到公园晒太阳。

为了避冷，他跑到海南三亚市一躲就是14年。昨日，本
报以《热的滋味儿 他想了18年》，报道了小岗刘村53岁的
吴利军所患怕冷的怪病。报道后，众多关心老吴的热心市
民纷纷来电为老吴的怪病出谋划策。并有医生说，这种怪
病可能是“曲体形势障碍”症，属于心理病症，是可治之症。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中药和西药难治老吴的怪病
在记者采访吴利军后，前日下午，几位热心市民把老吴带到文

化宫路一家医院进行了检查。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对他进行检查
后，发现老吴体温正常，但血压较高。医生分析他患的是寒症，也可
能是某种心理病。随后，医生给老吴免费开了 5天的药，称吃下后
怕冷的病会有所缓解。

对于医生的药方，老吴却不抱希望。“这些药我都吃过多遍了，
不管是中药和西药，我越吃越冷”。

昨日上午，记者联系上吴利军，希望他能到郑州市中心医院去看
看专家，但吴谢绝了记者的好意。“正常的药，治不了我的怕冷病。”

昨日中午，郑州二七区一家医院的医生看到本报报道后，专程
把老吴接到医院，望、闻、问、切后，医生说他的病该是“风寒入骨”，
为他涂抹了特制的中药。

“现在还看不出效果，还要观察一段。”老吴说，但对于这名热线
医生的特制药，有效没效，他还持怀疑态度。

热心市民称自己也曾经得过同样的怪病
在紫荆山附近居住的李菊兰老人在看到报道后，立即给本报来

电。“我今年63岁了，得的病和吴利军的一样，的确叫‘风寒入骨’”。
“啥中药西药都治不好这种病。”李菊兰老人说，30年前，她也

得上了这种怕冷的怪病，一直跟了她 30年。“我怕冷的病史比他的
还要久，但我得的病是通过理疗调整好的。”

李菊兰老人说，当年她患上此病后，医生根本查不出来，因为她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那时我成天冷得很，最后发展到浑身疼，吴利
军现在只是冷，还没有到疼的地步。他应该是因感冒得了此病，感冒
后因为重度受湿或受风，至使风寒入骨内。”李菊兰说，当时中药西药
我也都试过，但还是冷得出奇，之后甚至有时春秋季还要用热风扇。

“我最后是咬牙坚持锻炼身体，恢复自己体能。同时还做足部
按摩。汗从足下来。冷也从脚下来。治这种寒病，要打持久战的心
理准备。”

医生称怪病的病根可能在心理
昨日 18时，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心理科主任李平安对吴利

军的病情进行了大致的了解。
李平安说，吴利军患的病应是“曲体形势障碍”症，这是身体科

的一种异难症。有很多人说身上某部位太冷，其实这些症状随着心
情的变化加重或减轻。心情好时，就冷得轻。这种病可能是感冒后
引起的，估计当时感冒比较重，治疗没有及时，心理可能受到创伤，
以后长期压抑。主要是心理环境造成的，去南方自然环境也改变不
了他这种怪冷的心理病症。

“看他上身露着胳膊，其实上身并不怕冷，可以说明他的病是心
理作用。”李平安说，目前观察患者骨关节没有变形，没有风湿类风
湿，因此就初步断定怪病就是“曲体形势障碍”症。

李平安表示，他已经治愈过很多类似病例了，可以让老吴来医
院看看，确诊后可以免费为他治疗。

怪病不难治，热心市民为老吴打气
昨日，网友荣向本报来电称，前几日电视节目中的“中华医药”

栏目，上周讲述了就是这个病症，一位男子也是怕冷，最后医生用竹
罐先在中药内煮好，之后拨穴位。病因是阳气不通，身体本身不能
生阳气，而病人阴气太重引起的浑身冷，最后就治好了。

市民胡女士说，她身边一位与吴利军同样怕冷的患者，她穿着棉
衣，并且盖一个12斤的被子，去医院检查啥病也没有，最后是经过心理
医生的治疗好转的。她愿意把这位好友的治疗情况介绍给吴利军。

昨日下午，记者把热线市民的来电建议一一向吴利军转告。“还是
好人多啊！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对治好病有信心了。”吴利军说，感
谢众多热心市民的和医生建议，他准备今天就去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
院和二七区一家医院去看一看，希望怪病能在大家的帮助下治愈。

《谁见了俺的“傻兄弟”》新闻后续

“傻兄弟”找到了
晚报读者徐书增，对着报纸拉住了郑新伟

流浪13天，帅小伙真的想妈妈了

昨日一早，梁湖村 61岁的徐书增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中信广场路口守着三轮等客人。和往常一样，他拿着家里
订阅的《郑州晚报》，认真读着每一个版面。

看了昨日的封面《哥哥举牌找“傻兄弟”》的图片后，就
赶紧翻开了A04版，想看个究竟。“一看里面的文章，心里可
难受，孩儿不管啥样都是娘的心头肉，当父母的都能体会
到。”徐书增说，他就多留意了几眼这个照片。

一上午没啥生意，徐书增就在路边等着，突然看到了一个
人推着三轮在快车道溜着边儿走，浑身黑黢黢的，“当时我一下就
和报纸上的‘傻兄弟’对上了号儿。”让徐书增没想到的是，这个小
伙儿问啥还都回答了，“也是穿着红色的印花裤衩，一问，就是冯
庄的，就是郑新伟，我又对着报纸看看照片，赶紧拉着他，不让他
走。”徐书增连忙看住郑新伟，借了旁边拉活儿老李（李根生）的手
机，通过报纸上的手机号码联系上郑新伟的家人。

对着报纸上的照片找到“傻兄弟”

“傻兄弟”街上游荡13天
徐书增让老李看着郑新伟，就去给他买了一笼包子，

“结果他不吃啊，给他说话也不回答，就是不吭声。”附近的
一名保洁员对记者说，前天就发现他在这里，就在广场那边
树底下坐着，也给他拿过吃的，结果给他他还不吃。

等了一会儿，郑新伟的俩哥哥和姐夫一起赶到了，自己
的亲人一到，郑新伟立马露出了笑容，哥哥一说让他吃包
子，他立马开动，一笼包子马上吃了个干干净净。

13天的流浪，因为之前天气炎热，郑新伟浑身上下都是
黑黢黢的，大大的眼睛看着周围的热心人，显得很无辜。

他手里一直握着一份郑州晚报，记者指着上面母亲的
照片问他是谁，他声音很低，“俺妈。”记者问他想不想妈，他
也是一个字回答，“想。”

记者问他这十几天是怎么吃饭的，他说“没吃”。问他
怎么睡觉的，他指指路边说“地上”。

这些天郑新伟三轮车链子断了，脚蹬丢了一只，车里放
着他拾来的20多个饮料瓶和两个大菜椒。哥哥看着他的三
轮车里的东西分析道：“他可能就是拾点饮料瓶，里面没喝
完的他喝喝，地上拾点东西吃吃，那俩大菜椒估计就是吃
的。”郑新伟哥哥说，平时别人递的东西他都不吃，哪怕拾地
上的也不吃别人给的。

旁边的市民说，郑新伟家人没到之前，他一直都面无表
情，而家人一到，他就对着大家傻笑，“明显是很高兴啊。”几个
人逗他，“你兄弟马上走了，你还留这儿吧。”郑新伟立马板起
脸：“我回家。”

“傻兄弟”回家就只想妈妈
记者和郑新伟的哥哥们一起带着他，回到了侯寨镇的

张李垌村的临时村民安置点。
车刚一进院，街坊邻居们都迎了上来，“小伟，你跑哪儿

了……”到处都是关切的问候和热情的笑脸。
不过郑新伟全然不理会大家的招呼，径直走向院子西

北角的小屋子，那是他和母亲的小屋，他知道，母亲在里面

等着他。
“妈。”掀开帘子进屋，郑新伟有点激动。听到儿子的叫声，

在床上躺着的刘杏莲赶紧坐起来，“你还认识我不认识。”郑新
伟的一句话，逗乐了大家。

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拥抱，刘杏莲只是上来，用手抹
了一把儿子的脸，叹了口气说：“13天了，咋会不瘦啊。”

“晚报速度”找回“傻兄弟”
“一大早，我的手机就响了。”郑新旗告诉记者，“有热心

读者打来电话说在北环前几天见过他，我和俺哥还有姐夫，
就分头向那边出发。”

此次晚报读者提供了至少 10条线索，不过有的线索与

郑家人一核对就排除了。但晚报读者徐书增在经济技术开
发区打来的电话还是最终确定了“傻兄弟”。

郑新旗的大哥说：“我们上百人找了十几天，也没你们郑
州晚报迅速啊。半天时间就找到了。”

看到亲人，郑新伟脸上看到亲人，郑新伟脸上
露出孩子般的笑容。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