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岁的刘善友说《郑州晚报》是自己的“恩人”。近日，刘
善友在家里翻出了自己厚厚的剪报本和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记者 马健 文/图

刘善友的家在政通路的一个现代小
区内，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当时叫小李
庄。“刚刚从陕西回来时，我才 5岁，和爷
爷住在菜地旁的一间看菜地的房里，记
得睡觉的屋里还喂着牲口。”

小李庄位于大学路旁，当年只修到了
郑密路（现为民安路）的大学路，现在已经
延伸到了新郑、新密辖区，越来越宽，越来

越漂亮，路边高楼林立，公交众多，出行方
便，“当年怎么也不敢想如今会发展成这
样，郑州已成为现代化大都市，自己也从
一个小菜农变成了真正的市民”。

75岁的刘善友经历了共和国从贫穷
到富强，从自己生活的一条路目睹了城
市的发展，从自己的家庭经历感受了生
活的巨变。

前阶段寻亲38年，家人泪流干
1942年，河南大灾，迫于生计，在刘

善友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一家人踏上逃
荒要饭之路。西行到了西安后，一家人
尽管出卖苦力仍然难以糊口，为了活路
先后将当年 9岁的大姑和 7岁的小姑卖
给了人家。从此爷爷奶奶思念两个被卖
的孩子，终日以泪洗面，父亲兄弟几个努
力寻找，终无下落。直到1981年3月，刘
善友在《郑州晚报》和《陕西日报》以及好
心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找到了自己的

小姑。《郑州晚报》一版还登出新闻故事
《三十八载又重逢》。

刘善友回忆说：“找到姑姑之前的38
年，生活困难，但更多的还是思念和寻找
亲人的痛苦。这转眼又过去一个 38年，
简直是太幸福了，国家富强了，郑州快速
发展，现在自己和老伴在明亮整洁的套
房里安享晚年，看病有医保，生活有退休

金……”姑姑仍然生活在陕西农村，他们
经常去看望她，她家所在的村里现在马
上要通天然气了，村里的道路非常好，生
活也很富足。现在农民种地不交公粮，
还有种粮补贴，生病有新农合医保，老人
家过得很好。

后阶段幸福38年，亲人常相见

伴随郑州城市巨变，见证大发展

——致敬共和国七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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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光阴是一首歌，岁月是一条河，抓铁留痕70
载——翻开时代的大相册，找到幸福的答案。郑
州融媒体推出大型视觉专题，陆续推出系列版面
及媒介融合产品，敬请关注，欢迎供稿！

1981年《郑州晚报》刊登刘善友寻亲故事

一家两阶段：历悲欢离合，伴祖国发展

扫码关注豫览影像扫码关注豫览影像

刘善友对《郑州晚报》具有深厚感情。他整理的厚厚的剪报本中有一份2009年《郑州晚报》征文活动中讲述他寻亲故事的报样。

2018年，刘善友（后排右一）和家人去陕西探亲时与姑姑一家合影

1981年，姑姑刘爱香回到郑州时与家人合影，坐着的是刘爱香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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