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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怎么想到要当打拐志愿者？
仔仔：我出生在四川一贫寒人家，家里穷，念

完初一上半期就没钱上学了，印象最深的是课本
上战士徐洪刚斗歹徒的故事，当时我就决定以后
要做行侠仗义的事。2004年从部队退伍后，和一
些战友在广东中山一酒店当保安，牵头组建起了
一支“退伍兵义务反扒志愿者服务队”，这支纯粹
自愿自发的队伍，担当起中山市内公共场所的治
安巡查任务，这是我志愿者生涯的开始。2005年
在解救卖花女童过程中接触到被拐儿童妇女这
一群体，很可怜这个群体，下定决心要帮助他们，
越陷越深，后来全身心投入到打拐群体。

记者：打拐过程中经常出差，这些费用都是
自己承担吗？

仔仔：在解救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都可以
通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取
得支持。

记者：微博打拐志愿者没有专门的证件，怎
么赢得当地警方的信任？

仔仔：一是在求助警方前，我会认真核实情
况，向当地警方提供有力的材料，当地警方见到
这些材料也会比较重视；二是与当地媒体互动，
当地媒体记者熟悉情况，在与嫌疑人、警方沟通
过程中也较为方便。

记者：线人通过网络提供的信息怎么去甄别
呢？

仔仔：比如有一家与另一家有仇，歪曲事实
说仇家的孩子是被拐的，通过打拐组织和警方整
治另一家，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有夫妻离婚后，小
孩在一方手中，为争夺小孩抚养权，另一方编造
孩子被拐的信息。但我们会仔细甄别。一是靠

经验判断，做打拐志愿者时间久了，经历的案子
较多，一般而言，根据线人提供的材料，能大体甄
别线索真假；二是线人提供信息后，我会与当地
的志愿者以及求助警方进行核实。

记者：通过您的努力，现在解救了多少人？
仔仔：近百人。主要以儿童为主，也有一些

被拐卖的妇女。
记者：在这条路上你还打算做多久？
仔仔：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给自

己的感觉就是“漂”着的。每天关注的还不只是
一个案子，就现在而言，在关注商水香慧这个案
子的同时，还在联系另外两个线索，操心较多，晚
上睡觉经常失眠。也没界定自己一定要做多久，
只要持续关注
就好，也不一
定在解救被拐
卖儿童妇女上
亲力亲为，我
可以间接性地
帮 助 这 些 群
体，并引导大
家 一 起 来 关 注 这 件
事。这条路艰辛不已，
但我不放弃。

记者：遇到有儿童
妇女被拐卖这些信息，
怎么向你们反映呢？

仔仔：通过新浪微博名“微
博 打 拐 ”与 我 们 联 系 ，邮 箱
weibodaguai@163.com，电 话 ：
010-57421877。

本报记者对话职业打拐志愿者“仔仔”

这条路艰辛不已
但我不放弃

“仔仔”很懂得保
护自己

26 日晚，我和“仔仔”碰头
后，他提出要去于庄村核实情况。

“这一步我一般选择傍晚。”
他说，一方面这时当事人多半在
家，容易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天色
较晚，当事人很难看清自己面目。

“不是也难以看到受害人的
样子吗？”我问。

“仔仔”说，出发前，他会根据
线人提供的材料，将受害人情况
掌握得较为全面，很容易辨别出
受害者。

我们赶到于庄村小学后，尽
管李某家住公路边，担心出租车
容易暴露目标，我们下车步行到
他家附近。

仔仔还提醒我，李某家旁边
有一所小学，应假扮成教育局的
工作人员，打听于庄小学老师的
住址。

在跟李某对话过程中，“仔
仔”准备好手机，偷拍了现场的一
段视频，为次日向公安机关反映
情况提供较为充足的材料。

昨天我拍摄了大量的他的照
片，他要求我不要发正面照。

他说，这是因为他从事的职
业很危险，担心一些犯罪分子记
清面目后报复。

【
对
话
】

通过自己努力，唤起更多人关注

在奔赴于庄村解救香慧的
这两天，记者独家对话了已在
打拐路上奔波 7 年的职业打拐
志愿者“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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