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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攒钱，一家人准备
年前再去厦门寻找

“那你报警了吗？”记者的一句提问让她呆了。
她说自己只读了小学一年级，丈夫也不

大识字，儿子也小，根本不知道女儿失踪需要
报警。此外，女儿也未在电话里提起她在厦
门哪家厂打工。

2009年，他们一家三口来到郑州投奔亲
戚。高玉兰在动物园门口摆地摊卖玩具，丈
夫在动物园里扫地，儿子在一饭店里当厨
师。3人一个月挣约2000元，除去租房、生活
费，每月攒1000多元。

高玉兰一家租住在地下室，每月房租只
要100元，平时高玉兰的午餐也就吃个馍，“这
都是为了省钱，攒够钱后再去厦门找女儿。”

问起计划，高玉兰说现在筹了1万多元，打
算年底一家三口再去厦门一趟，去找找女儿。

晚报记者发微博帮她找，
厦门媒体关注

26日下午3点24分，我根据高玉兰的意
思，织了一条微博：#微求助# 女儿刘博，你在
哪？妈想你想得好苦啊，乖，给妈来个电话吧。
你当年去厦门打工，2006年3月20日给妈通电
话再无音讯。当年你弟辍学和我、你爸去厦门
找你，睡马路边，吃别人剩饭，找好几月也没消
息。你知道吗？我在郑州摆地摊，凑足路费还
去找你。妈每晚以泪洗面，赶紧回来我的乖。

截至昨晚7点，这条微博被扩散1800次，
厦门当地媒体纷纷响应，厦门晚报、海峡导
报、新浪厦门，以及粉丝数量达数十万，比较
活跃的“厦门大城小事”“这里是厦门”“厦门
街头巷尾”等予以转发。

《厦门日报》也报道了此事，并开通热线
帮助寻人。

网友也纷纷提供线索或出主意。
@ oo肥君蹦蹦跳oo：好眼熟的人。
@ Vicky_凌薇：请告知身份证号，我在

厦门的人力资源系统里面查一下看是否有她
的工作记录。

@煈剣炷議- SandyWind：看着有点眼
熟，是不是在我家租过房子。

车进入校园内，全校 100 多名学生，已整
齐坐在操场上等候。该校校长刘鹏举介绍了
学校的情况，并专门腾出两间校舍当成学校
图书室。

志愿者们分成两组，一组把书卸到图书室，
另一组和王玲玲一起，给每一位学生发放衣服。

在老师的帮助下，每点一名学生的名字，该
学生走上前来，志愿者找到适合这名学生的服
装，给他们一一穿上。

校服发完后，志愿者已经把书架弄好，正把
书向书架上摆放着。100多名学生看到大摞的
图书都围了上来，激动地在书堆里找寻自己喜

欢的书。刘鹏举校长介绍，这个村办小学，由 6
个自然村的学生组成，一共 6 个班 117 名学生，
带校长共 7名教师。“每位老师负责一个班的所
有课程，如果哪一天有老师请假，我就代替他们
上课。虽然条件不好，但我们保证让每位学生
都能好好学习。”

高玉兰每天都拨女儿的小灵通号，听到的是“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电话号码8年都没换过，82岁的姥爷每天守在电话旁

闺女，你在哪？给妈来个电话吧
女子叫刘博，22岁，6年前在厦门莫名失踪
本报联合厦门当地媒体寻人，目前已有网友提供线索

因家里贫穷，7年前，成绩
优异的姐姐刘博辍学去外地打
工，支持弟弟刘亚坤读书。1年
不到，姐姐莫名失踪，弟弟随后
辍学，与父母一起去找姐姐。
时至今日，姐弟俩都没能团聚。

记者 冉小平/文 周甬/图

为支持弟弟上学，她辍学
外出打工失踪

近期我多次到动物园门口采访“烧饼奶
奶”，同样在那儿摆摊的高玉兰找到我：记者
同志，麻烦您帮我找找我女儿吧，谢谢您了。

话还没说完，高玉兰就哭了起来，她一
边流泪，一边带着哭腔说道：“我女儿在厦门
打工，已经6年时间没有消息了，也不知道她
过得好不好……”

52 岁的高玉兰是商丘柘城县陈青集乡
人。女儿刘博，今年22岁。

刘博一直是高玉兰眼里的乖乖女。
2005年5月底，刘博还没念完初一，当时只有
15岁，就跟同乡王文莲一起去深圳打工。

高玉兰说，女儿当时成绩很好，还得了
好些奖状，但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儿女同时
上学，刘博主动提出不读书外出打工，支持
弟弟上学。

高玉兰说，刘博在电话里告诉她，自己
在深圳一家电灯泡厂上班，王文莲在另一个
厂打工。电灯泡厂对眼睛伤害较大，她很想
换一份工作。

碰巧，厂里一名来自周口的姑娘说要去
厦门投靠亲戚，能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活。
刘博也跟着去了。

2006年3月20日，刘博用一个属地厦门
的小灵通号给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家人再也
联系不上她。

王文莲随后去电灯泡厂一问，刘博早已
辞职了，但不清楚去了厦门哪家工厂上班。

那几天高玉兰每天都拨打女儿最后通话的
小灵通号，始终联系不上。

之后，高玉兰和丈夫、还有当时上到初一的
儿子刘亚坤，一起去厦门寻找刘博。

由于刘博去厦门后，只给母亲通过一次电
话，也未在电话里提起自己在哪家厂里上班，甚
至在哪个地方都没详说。

一家人在厦门找了 10 多天仍没音讯，他
们带的盘缠也花完了。高玉兰说：“当时他们
的生活都有问题，吃别人的剩饭，在大街上睡
了 6 夜。”

所幸后来一家三口在一玩具厂找到了活
干。于是他们边打工边找女儿，把厦门几个大
的工业区都去找了，仍然没有女儿的消息。

刘博给母亲拨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是
（0592）8918473。高玉兰回过去，始终没人接
听。过了三四个月，拨打这个号码，被告知“您
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高玉兰说，她一有空就会打这个电话号码，
每晚睡觉前，也会坐在床前拨这个号，听到的同
样是客服的声音。

高玉兰说，她期望，有一天，这个号码突然

有人接了，那个声音是女儿的。
82 岁的姥爷也很牵挂外孙女。女儿外出

打工那时候，高玉兰家里还没有电话，平常女
儿要有事情，先打姥爷的电话，然后再由姥爷
转告给高玉兰。

时至今日，刘博姥爷的电话号码都没换
过，担心错过外孙女的电话，他每天把手机带
在身上。

弟弟辍学去厦门找姐姐半年，睡马路边吃剩饭，仍无音讯

母亲每晚坐在床边拨女儿的号码，姥爷的手机号8年没换号

1200本图书及130套衣服送到农村小学

漫画和杂志成了小朋友最爱

27日清晨6点30分，由送书志愿者组成的4
辆爱心送书车，赶到了洛河与前进路交叉口的
绿东村治安巡防室。

4名巡防队员已经早早赶到把书整好，把书
的科目送给车队这次爱心送书负责人。

台商昆山悦恩商贸有限公司也积极参

与本报组织的这次活动，他们派出人事主
管王玲玲，带着 130 件学生服装加入这次爱
心队伍中来。“天冷了，我们公司这次没有
买书，我们了解到，这个学校有 117 名学生，
我们这次带了 130 件衣服，保证每人一件。”
王玲玲说。

郑州航院的大学生志愿者苏晓阳、赵双，把
这次要捐的书架小心捆好放正。赵双已多次参
加送书下乡志愿者的活动。

他认真检查了书的科目后，送书车队于 7
点正式出发。并于 8 点 30 分，赶到了刘运庄
小学。

学生喜悦，家长称赞
乡教育总支领导贾建伟也赶到现场，

他说，感谢郑州的志愿者，把郑州市民的爱
心，传到禹州这个偏远的乡村小学来。

老师们介绍，这些年，因农村进城务
工人员的不断增加，小学的学生呈下降趋
势。不少进城务工人员，渐渐把在这里适
龄上学的儿童，带到大城市里去了。几年
来，很多小学因为没有生源或生源太少都
取消了，越来越小的孩子到很远的小学上
学，增加了孩子的安全隐患。像刘运庄小
学，办学条件较差，需要社会的帮助。

一年级的学生朱晓燕、李一帆，穿上
新发的衣服，拿着漫画在认真地看着。不
时对着漫画里的故事情节发笑。

117名学生加7名老师

图为高玉兰将离家多年的闺女身份证一直带在身边图为高玉兰将离家多年的闺女身份证一直带在身边

看到送来的图书，孩子们都笑了看到送来的图书，孩子们都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