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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甬 文/图

读者来电
前天上午，崔先生来电：京港澳高速东

侧航海东路南侧的七里河排水清污，附近很
多居民来到河中捞鱼。

记者核实
当日下午 5 点多，我来到航海东路南侧

的七里河，河水已经不多，污泥、浅水中到处
是捕鱼的人，有撒网的，有用网兜捞的，还有
直接用手摸的，不到 100米长的河道内有几
十名捕鱼者忙得不亦乐乎。

“每年的这个时候，河道管理部门都会
排水清污，河水的减少正好方便捕鱼，去年的
鱼比现在还多。”一位年轻女士说。她提着一个
水桶，桶里有几条刚从河里抓到的鱼。

一名撒网者说，河里的鱼是野生的，大
部分是鲫鱼。岸边的鱼篓内有很多小鱼。

据河道管理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污
水中的重金属超标，含铅量很高，这种鱼是
不能吃的，而且污水中生长的鱼细菌含量也
特别高。

因此，在河边，河道管理部门专门设置
了禁止钓鱼、禁止电鱼的警示牌。

线索提供：崔先生（稿费50元）

新疆马女士来郑寻找失散多年的小姨新疆马女士来郑寻找失散多年的小姨
小名“小二七”
今年45岁 有张百天照
45年前送给公交公司的翁女士

“我们无意打破别人的平静生活”生活”
“寻亲也是为了感谢当年的好心人”“寻亲也是为了感谢当年的好心人”

“隔了40多年了，我们一家人一直没有忘记她，当
年是郑州的好心人收养了她，我们寻亲也是为了感谢
郑州的好心人。”昨天，新疆的马女士走下火车，一路寻
到晚报热线室，希望帮她找到失散多年的小姨。

记者 汪永森 文/图

96678

1967 年，马女士的外公翁先生发现，
自己无法再待在陕西安康了，他带着妻子
和3个孩子开始逃难。

郑州是他们逃难历程中的重要一站，
他们在这里停下脚步休整。短短几个月
的喘息时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

这是一个女孩，出生的地方在原郑州
粮院，他们先给孩子取名叫“玲玲”，又给
孩子取了颇有郑州特点的小名“小二七”。

马女士说，她的外公翁先生是一名外
科医生，从陕西逃至郑州后，生活也一直
很艰难。

“孩子出生之后，幸亏遇到不少好心

人，他们一家人才能坚持下去。”马女士说。
“小二七”在翁先生夫妻身边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100天。
马女士提供了小姨的百天留影。“照

片在家里保存了 40 多年，原来是外公保
存，现在又传给了我们。”马女士说，这是
家人有关小姨唯一的影像资料。

翁先生夫妇带着其他3个孩子离开郑
州，选择在新疆落脚，翁先生翌年带着遗
憾离开了人世。

“外公对留在郑州的小姨念念不忘，
他走后我们多次想要寻找都没有成行。”
马女士说。

当年，翁先生留了个心眼，他把“小二七”交
给郑州公交公司的翁女士。

“同姓的人会多几分怜悯，可怜孩子就会好
好养育的。”马女士向郑州公交公司打听翁女士，
没有结果。

她说，收养小姨的翁女士现在应该七八十
岁，小姨如果存活的话应该45岁。

“我们无意打破别人的平静生活，只想给我们
的骨肉亲情有个交代。”马女士说，家人希望在不破
坏小姨现有幸福的前提下，实现亲人团圆。

读者如果有线索，请拨打晚报热线96678 留
下联系方式。

逃难夫妇在郑州生下第四个孩子

这里的鱼不能吃

翁女士收养了“小二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