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出生两个半月，母亲就去世了
跟着父亲漂泊15年，父亲也去了

留下了不知家在哪儿、不知亲人在哪儿的她

本报与东北《千山晚报》联动
帮命运多舛的小姑娘找到亲人

她的姑姑和哥哥今日中午到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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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辽宁《千山晚报》记者程巍巍打来电话说，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了新郑市
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刘新惠老师帮学生陈宇驰找亲人的帖子后，立即赶到当地公
安机关查找，最终找到小宇驰的姑姑及她同父异母的哥哥陈玉亮。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张振豪/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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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非常懂事、好学的好学生
昨天上午，新郑市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帖子所说的小女孩陈宇驰就在这里读书。
班主任刘新惠说，小宇驰太可怜了，刚出生两个半月，母亲刘丽芬在工地干活时

发生意外身亡。
“从警方这些天的调查，陈宇驰的父亲陈凤岐在东北老家有妻室，不知离了婚没

有。也不知道他和小宇驰的生母有没有结婚。他带着女儿在外打工 15年，一直没
有回过家。”

老师分析，估计小宇驰来到世上前，家人就曾有过激烈的争吵，小宇驰的妈妈去世
后，家里还因为她的存在而大闹过，陈凤岐最终才带着女儿出了家门，一走就是15年。

校长刘建国说，陈宇驰是个非常懂事、好学的好学生，年年获得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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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孤独，在学校大家庭里，我们都是她的亲人
刘建国说，师生们得知小宇驰的情况后，非常难过，一起想办法帮助孩子。
可是，小宇驰没有户口，又找不到她的亲人，连给她申请国家民政补贴都非常困

难。更加难的是，没有亲人签字，民政部门无法给陈凤岐办理下葬手续。
“学校每周给她的卡上免费打入30~50元的就餐费，但她很节俭，一周30元都吃

不完，班主任刘新惠每天和她住在一起。
“刘老师还把她找亲人的情况发到了网上，与辽宁的媒体联系。学校还向民政

部门给小宇驰申请助学补贴，并与《郑州晚报》联系，希望通过媒体，能找到小宇驰
的亲人。

“虽然她成了孤儿，找不到家，但她在我们学校大家庭里并不孤独。我们都是她
的亲人。”

媒体和警方多方介入，终于找到小宇驰的亲人
辽宁《千山晚报》的记者程巍巍在网上看到了刘新惠老师帮助找人的帖子后，立

即与刘老师联系。
在确认小宇驰是辽阳人后，程巍巍赶到当地公安机关查找，最终查到了陈凤岐的

家：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青年大街31组。
这个地址所属的南门街派出所所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去到该门牌号找寻，但是该

门牌已经是一个空挂号了。
昨天上午，《千山晚报》记者告诉本报，他们终于找到了小宇驰的姑姑及她的同父

异母的哥哥陈玉亮。
“陈凤岐所说的女儿‘大伯家的堂哥陈玉亮’，其实就是宇驰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当时他不说透，一定是考虑到小宇驰的心情。”
昨晚9点，陈宇驰的哥哥陈玉亮与姑姑坐上了辽阳直达郑州的火车，16日中午到

达郑州。

我是爸爸唯一的希望
“有时在一个地方上学还没多久，就离开

了。那时我小，就不记得是哪里。”小宇驰说，印
象中，自己一直跟着父亲来回“转移”。

2008年初，爸爸带着她来到新郑薛店常刘
村，租房子住下了。“那时我上小学，爸爸是钢架
工，就是爬高上低给人家装钢架的工人。”

在小宇驰的眼里，爸爸很能吃苦，话也不
多。为了她，55岁了还天天拼命地干。

小宇驰听爸爸说，她的老家在辽阳，家里还
有爷爷、奶奶和姑姑。“我还有一个堂哥叫陈玉
亮，爸说是我大伯家的儿子。”

“爸爸对我说，让我好好学习，将来考上重点大学，才带我回老家，证明给所有亲戚看，当
初爸爸养我是对的。”小宇驰说着，潸然泪下。

“爸爸对我很好，我也长大了，慢慢会照顾自己了，爸爸把以前照顾我的时间都用到了工
作上。他起早贪黑拼命地干活，他说，他现在没有啥想法，只有一个劲儿地供我上学。”小宇
驰说，“我是爸爸唯一的希望。”

爸爸走了，留下不知家在哪儿、不知亲人在哪儿的我
今年2月9日，不幸再次降临到小宇驰的身上：
那天，陈凤岐骑着摩托车带着小宇驰和一个同事，回小宇驰的住地时，在村口与一辆机

动车相撞。
“我爸的头撞伤了，开始还能说话，后来因为脑内出血一直昏迷。”
2月22日夜，陈凤岐走了，留下不知老家在哪儿、不知亲人在哪儿的小宇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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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与陈宇驰谈心，安慰鼓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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