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次，我深呼吸深吐氣，收起淚水。
對話張寶艷，的確如想像中「艱難」，

她每提起一個名字都是一串揪心的故事，
而講述時還要跨越悲傷，理性看待。她
說，「都說醫生冷血，我現在深有體會，
去錄製《等着我》（中央電視台尋親節
目），全場都哭了，只有我冷靜的在一
邊。」她反而笑笑說，「偶爾一次錄節目
哭了，小編導看到都特別激動說：大姐，
今天你哭了！」

幾乎沒有時間悲傷
面對媒體，大多數時候張寶艷就如這次兩

個多小時時斷時續的採訪一樣，她幾乎沒有
時間悲傷，一邊要回答我的提問，一邊還要
緊急處理突發的孩子線索、舉報信息等。

她總說，時間緊迫，甚至都顧不上回頭
看看找到孩子的家庭。但她也深知，儘管
找 到 了 ， 大 多 數 孩 子 仍 是 「 別 人 家

的」——對於那些被從偏遠地區拐走的孩
子來說，新的家庭普遍都在東南沿海的富
裕地區，認親後都面臨着難以回歸親生父
母的境況。

惦念仍在尋親的父母
面對我的擔憂，張寶艷則更看重仍在不

懈堅持尋親的父母、渴望尋找身世的孩
子，這些都鞭策着她一刻不停歇，「今年
春節，宋彥智的媽媽還堅持在福建找孩
子，她真的太不容易了，」採訪間她還惦
念着張雪霞，說着就上網搜索她的近況，
「太苦了！兒子宋彥智1991年被人拐走之
後，張雪霞的丈夫精神崩潰自殺了，她就
自己到處走堅持找孩子，一到過年過節真
不知道她是怎麼過的。」在與記者對視的
瞬間，這個始終樂觀、充滿自信的大姐，
眼眶紅了。

惟願，有多少離別就有多少團聚。

願有多少離別
就有多少團聚

民間打拐 助尋寶貝

自費創建尋子網自費創建尋子網 九年助千四人回家九年助千四人回家
的母親心艷張寶

元宵節的早上，張寶艷如常在8點左右到達位於吉林省通化

市救助站內的辦公室，登錄QQ時，180多個工作群、近千條

消息一湧而至，而就在一個小時之前的家中，她已處理過一

批深夜留言。2015《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後，她就馬不

停蹄回歸工作，「我們的工作幾乎沒有休息，時刻要盯着尋

親、舉報拐賣的消息。」2007年自費創建「寶貝回家尋子

網」以來，張寶艷和丈夫秦艷友從天南地北為人尋親到如今

壯大隊伍，擁有全國乃至海外的志願者共18萬人，成功幫助

1,400餘人回家，成為中國民間打拐第一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吉林通化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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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貴川成失蹤兒童重災區

曾為銀行職員的張寶艷從未想過，有一
天她劇本中的一幕會成為如今的現

實。在1992年經歷了兒子意外走失、又很
快找回的大悲大喜後，她便開始關注被
拐、失蹤兒童，直到2002年她和丈夫共同
籌備一個以此為主題的劇本《路有多長》
時，她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失去孩子的父
母群體——他們無助又無奈，「有一個家
庭單在張貼尋人啟事上就花費六七十萬
元，但是結果卻不是被清理掉，就是風吹
雨淋被腐蝕了……當時找孩子的渠道真的
很匱乏」；他們悲情又孤獨，一年又一
年，這些家庭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
「最開始的幾年，每次和他們打電話，我
最先哭，見了面，我哭得比誰都大聲，」
採訪中，張寶艷第一次微微紅了眼眶，
「我是以一個做母親的心去做事。」

被志願者尋親家庭大愛感動
同為人母的張寶艷決心，為這些不幸的
家庭搭起一個尋親平台。2007年 4月 30
日，她和丈夫自費創建的「寶貝回家尋子
網」開通，此後便開始了十餘年的公益尋
親之路。
現在的張寶艷，不願過多回憶起初創建
時的艱辛，甚至說到在幾大門戶網站論壇
被當作騙子踢出時的委屈，也只是一笑而
過。太多的困難和阻礙是她和志願者共同
跨越的，「這一次人們都說我感動了中
國，而我是被志願者和尋親家庭的努力深
深感動了的。」

失孩母親義助19童找到家
她歎着氣，說起了尋子母親同時也是志
願者的李靜芝，「28年了，她自己的孩子

還是沒找到，但她卻幫19個孩子找到了
家。」這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從1988年當
時僅兩歲零九個月的兒子嘉嘉在陝西西安
走失開始，她先後印過10萬份尋人啟事，
隻身走遍了陝西、山東、河北、河南、安
徽等20個省份，先後見了300多個線索相
關的孩子……然而嘉嘉依然杳無音信。後
來，她與西安20多名丟失孩子的母親建立
起「尋找愛子聯合會」，由此走上了幫人
尋親的道路。
此後，她還頻繁出現在各類「真人秀」
節目中，只為讓在不知何處的兒子看到自
己，也為更多人關注被拐失蹤兒童。2007
年開始，李靜芝成為「寶貝回家」的志願
者，先後幫助80多個孩子尋親，為19個孩
子找到家。
張寶艷動情地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有

時候覺得很累，會有抱怨，可是看到這些
志願者完全靠自己公益的付出，我們還拿
着政府的公益崗位的工資，又有什麼可抱
怨的呢？」

最大「寶貝」84年後與親人團聚
2007年6月21日，「寶貝回家」創建後
的第一個孩子張東被找到，張寶艷「高興
的蹦了起來」。迄今，1,405個尋親成功案
例成為對張寶艷和背後志願者團隊這些年
工作的最生動註腳，「到了我這個年紀，
社會榮譽反而是一種壓力，有人說我是學
雷鋒，我否定了，我不做雷鋒，我就是做
自己的事而已。」在張寶艷身上，有東北
人的質樸和直率，也有一個母親的大義和
博愛。
「一開始我們每找到一個孩子都在尋親

的家長群裡表達喜悅，可是很多家長都發
來心碎的表情，到現在找
到一個孩子，家長們連發
心碎的表情都沒有了，看
到別人的孩子回家，其實
他們也難受。」張寶艷無
法準確描述這種微妙的情
感，但她堅信，只要堅持
找就有希望。「年齡最大
的一個寶貝，84年後終
於回家了，還有一個也是
68年後找到了親人。」
在張寶艷眼裡，再久遠的
時空終究隔不斷血脈親
情。

兩個人，一間租屋，張寶艷和丈夫從開始時的
舉家傾囊，到如今網站已有7名固定工作人員並
成規模運轉，政府、企業紛紛以撥款、捐助等形
式伸出援手，他們也不斷拓展工作半徑，特別是

在關注到網站登記的尋找失蹤婦女案件增多後，「寶貝回家」也
已經開始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網站上還有4萬多尋親登記，」張寶艷希望通過加強基層
宣傳等手段引起更多關注，「現在，國家在政策層面上已經很到
位了，但在基層的宣傳還是不夠，我們希望更多地借助媒體、公
益的力量，號召更多民眾主動舉報來歷不明的孩子。」

不少建議獲官方接納
令張寶艷頗為自豪的是，「寶貝回家」已切實推動了目前國家

的打拐工作。根據他們的建議，公安部修改了以前失蹤兒童24小
時才立案的相關規定，使拐賣兒童的發案率大幅度下降；「建立
打擊拐賣兒童DNA數據庫的建議」為偵破案件、幫被拐兒童準確
找到親人提供有力技術支持；我國首例通過人臉識別系統尋親成
功的案例誕生在廣東一對雙胞胎兄弟身上。此外，公安打拐部門
還與「寶貝回家」建立合作打拐機制和「綠色打拐通道」，為志
願者提供專業培訓……

■■「「寶貝回家寶貝回家」」找到的被拐兒童莫金昌與找到的被拐兒童莫金昌與
創建人張寶艷在北京相聚創建人張寶艷在北京相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09年與公安部合作以來，「寶貝回家」近乎成為內地失
蹤兒童的晴雨表，張寶艷表示，網站登記的失蹤人口近幾年
已大幅減少，每天新發案從最多時的七八例減少到一兩例，
甚至沒有。
一份站內統計數據顯示，在登記的4萬多個尋親消息中，
尋找寶貝的佔24,457人，而在2014年「寶貝回家」登記信
息中近期失蹤孩子已減少到550個，惡意登記27個，2015
年為892個，惡意登記79個。根據地域劃分，雲貴川已成
為兒童被拐、失蹤的重災區。

盼民眾關注海外尋親
在「寶貝回家」登記案例中，還有孩子尋家的19,201人，這
其中除了被拐還有的是棄嬰、送養到福利院的，也包括了不少
海外尋親。2009年，轟動一時的美國母親收養中國男孩靳家成
11年後與親生父母團聚，就是由「寶貝回家」志願者極盡努力
促成的，引發了包括美國NBC、CNN等媒體的高度關注。至
今，「寶貝回家」海外尋親的成功案例已有近30例。
張寶艷同時希望喚起民眾對海外尋親的重視，「我們做的
過程中發現當年有很多孩子是走失了之後，被送到福利院後
送養到國外的，如果大家在國外遇到這樣的收養家庭，可以
聯繫我們，讓這些孩子找到家，至少讓正在尋找他們的父母
親人知道現在他們生活得很好。」

■靳家成（右2紅衣少年）2000年由美國
人茱莉亞收養，在「寶貝回家」志願者的
努力下，成功找到遠在寧夏固原市隆德縣
的親生父母和其他親人。 受訪者供圖

■「寶貝回家
尋子網」的工
作人員幾乎
全年無休。

于珈琳 攝

■在「寶貝
回家」志願
者幫助下，
尋親 17 年
的小皮與家
人重逢。
受訪者供圖

張寶艷的打拐路
■自費創建網站助尋親
■每天同時處理180多個QQ工作
群、近千條消息，志願者不眠不
休，時刻緊盯尋親、舉報拐賣消
息

■幫助尋親的志願者隊伍壯大，涉
及全國及海外18萬人

■成功幫助1,400餘人回家，包括最
大「寶貝」84年後與親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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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加強基層宣傳 盼對打拐更多關注

■■楊桂霜楊桂霜66歲被拐歲被拐，「，「寶貝回家寶貝回家」」志願者幫助
志願者幫助

她結束了她結束了2020多年的分離
多年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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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被拐4040年的劉萬忠喜見年逾八旬的母親年的劉萬忠喜見年逾八旬的母親。。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