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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弃一丝希望,大石桥下设
固定“寻亲点”

昨日中午 12 点 40 分，许翠
抱着厚厚一沓寻人启事站在大
石桥下西南角，逢人就凑过去打
听、委托。目前，这里是她和家
人确定下来的唯一一个“固定寻
亲点”。

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有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10 月 12 日当
天下午 4 点多，婆婆走失后，许
翠和丈夫报警后曾按热心人提
供的线索来到了大石桥，他们在
其中的一个监控上看到了老人
的身影。但后来，全家人接连在
附近转了两三天却再也没能找
到任何消息。

“不能放弃任何一点儿希望，
试试吧……”在许翠心里，婆婆曾
出现过的地方肯定包含着希望。

短短一上午，接了十几条寻人
线索

中午 1 点半，又一位看过报
道的热心市民给许翠打来了电
话，匆匆忙忙记下对方提供的地
址，她立刻打电话喊来了哥哥，
两人一起驱车赶往二环道。

“喂，请问您刚才说的具体位
置在哪？”“我现在到了二环道与
沙口路，却没看到您说的老人。”
10分钟后，许翠到达现场，来来回
回沿着一条路走了两遍却毫无
发现的她，开始满脸焦急地一遍
遍拨打线索提供者的电话。

水果商贩、小区保安、附近
居民……最终，经过 1 个多小时
奔走、询问，她脸上又一次写上
了失望的表情。“一上午接了十
几个电话，我们几个按地址分头
去找，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心疼孩子们，父亲下了一条
“必须按时吃饭”的命令

“其实，爸爸心里更难受，除
了担心妈妈，他还心疼我们几
个。”为了不让常年身患糖尿病
和高血压的公公担心，婆婆走失
后，许翠每天都会准时给他打一
次“报喜不报忧”的电话。但是，
在这位 72 岁的老人心里，儿子
和儿媳这些天来的辛苦他全都
看在眼里。就在昨天凌晨 4 点
多大家出门前，心疼孩子们的他
还给所有人下了一条“命令”：

“不管咋找，身体都是最重要
的。从今天起，都要按时吃饭！”

“他的心情我们都明白。可
现在，谁能吃得下啊。想想以
前，全家人在一起多开心……”
又一次回忆起往日的一幕幕幸
福场景，许翠顿时泪如雨下。

不辞劳苦寻找婆婆的许翠
被网友称赞“中原好儿媳”

“失智老人”走失
子女首先做什么？
听听一位有相同经历者的说法
昨天，本报“周口‘孝心儿媳’感动绿城，20多位陌生私家车主陪同‘全城寻母’”这条新闻在社会上
产生强烈反响，许多网友在称赞许翠是“中原好儿媳”的同时纷纷加入寻亲队伍，短短一上午时间
就有十几名热心人打电话提供线索。
泪哭干了，嗓子哑了。进入寻找婆婆的第10天，许翠心里那股韧劲儿丝毫没有减退。每次接到线
索，她就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迅速赶往现场。 郑州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老人走失后，儿女如何应对？

■友情提示

经过10天奔波，许翠沾满泪水的眼睛布满血丝。许翠婆婆赵翠平

其实，类似赵翠平老人这样
因患脑萎缩等“老年痴呆”症状
（也称失智）走失的现象，在生活
中时有发生。那么，假如遇到这
种情况，子女们该如何应对呢？

郑州晚报记者采访了经历
过相同事情的陈先生，经过 50
多个小时奔波最终找回母亲的
他，事后总结出了不少经验。

“发现老人刚走失的那段时

间很关键，要紧紧把握。”陈先生
说，刚得知母亲走失消息那会
儿，由于子女情绪很难控制，因
此“很容易错失寻找时机”。除
了要保持冷静心态，陈先生觉
得，以下几种方式能为寻找老人
提供很大帮助。

第一，及时报警，然后申请
查询老人走失路段附近的所有
监控；

第二，要及时将老人体貌特
征传递给广播、报纸、电视等媒
体，让车主、读者和观众都能第
一时间获知信息；

第三，在微博、微信等平台
上发布“求助信息”，以此来获得
更多热心人及公益团队的关注；

第四，千万不要放弃夜间寻
找，夜间人少，老人的身影更容
易进入子女的视线。

“在救助站里，像赵翠平这
样的‘失智老人’并不少见。”昨
天下午，在了解了许翠和家人奔
波数日寻找母亲的事情后，市救
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梁女士心
酸不已，以她多年来的工作经

验，发现老人走失后，除了迅速
报警，子女应尽快把老人信息、
照片送到救助站。

“工作人员可以拿着家人提供
的资料与救助站所收容的老人一
一核对。”梁女士说，即便当时找不

到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会长期
保存老人信息，以便今后核对。

晚报倡议，让我们一起帮“中
原好儿媳”许翠寻找婆婆。如果
你有线索，请拨打15238356388与
她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