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生是重庆人，死也要回重
庆……”36年来，刘立从未放弃过
寻找自己的父母，千万次在梦里呼
唤着他们的名字。12月11日，在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失联36
年的刘立在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
队、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渝北
区公安分局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
分别36年，日思夜想的亲生父亲。

认亲仪式中，他激动万分，难
以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感动，两次跪
地，一次跪父亲、一次跪帮他团圆
的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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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
他6岁被拐，36年流浪思亲

1988年，生活在重庆市长寿区的
刘立被拐卖，那时他只有6岁。

这些年来，失去家庭依靠的他如浮
萍，在全国辗转。他曾在砖厂打过工，
因难以忍受严苛的打工生活，又逃走至
贵阳。

刘立没受过教育、没任何生活技
能，在福建、海南、贵州等省都待过，主
要靠捡废品为生。

“我太渴望有一个家了，梦中多次
梦到爸爸、妈妈，但都没有回应，你们知
道那种无助的感觉吗？”他说，无数次照
镜子，看到自己的络腮胡便想到，爸爸
是不是也是络腮胡……

他多年来一直想寻找亲人，但由于
缺少有效信息，始终未能如愿。他只记
得，自己的家在重庆，家里院坝里有一
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出门有一个下坡
……凭借幼时的记忆，他回到了重庆。
他说，“我生是重庆人，死也要在重庆
……”

他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家里也
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时常念叨着
家里的小儿子。

比中
帮他寻亲，警方成立专班

今年11月下旬，渝北区公安分局
副局长曾淑俊偶然了解到此事后，立即
指派刑侦支队、人口管理支队、黄泥塝

派出所成立“寻亲专班”，迅速开展
工作。

她对刘立说，“你放心，给我十天时
间，争取帮你找到家人！”

黄泥塝派出所采集了刘立血样报
刑侦支队入库比对，成功比中刘立的同
胞哥哥DNA信息。刑侦支队通过进一
步研判，发现居住在长寿区云台镇的刘
中可能是其亲生父亲，立即协同人口管
理支队根据研判信息及刘立幼时记忆，
进行走访调查、开展深度研判，采集刘
中的血样。

12月4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推送比中指令，
刘立血样比中刘中血样。根据DNA检
测结果，刘立和刘中确认亲子关系。

最终，只用了7天时间就完成了核
查工作，比对成功！“这对我们是一件
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是大事！”曾淑
俊说。

团圆
阔别故土，36年后重逢

11 日，父子俩 36 年来第一次相
见。在见到父亲前，刘立坐立难安，反
复念叨着，“我要见到爸爸了，我有爸爸
了……”

刘立刚见到父亲，哽咽着叫了一声
“爸爸”，便跪在父亲跟前，泪流满面。

从长寿专程赶来的亲戚们也都抹
着眼泪，见证了父子团圆。

69岁的刘中说，大儿子去年因病去
世，心中非常痛苦，今天找回了失散多
年的小儿子，非常欣慰和高兴，“我们这
个家，还在……”

面对帮他团圆，并给予身份的民
警，刘立再次流着泪下跪。“感谢你们，
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外面流浪，现在
我终于回家了……”曾淑俊叮嘱他，回
去好好找一份工作，孝敬老人。

至此，阔别故土36年的刘立不仅拥
有了自己的身份，还找到了亲生父亲。

“走，我们回家。”刘中拉着儿子的
手，拎起儿子的行李，向民警们告别。

据了解，渝北区公安分局依托公
安机关专业DNA系统，通过积极完善
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
集失踪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
比对核查、开展积案攻坚等工作，努力
实现失踪被拐人员家庭团圆，着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1年以来，
先后帮助41个离散多年的家庭实现了
团圆，其中时间跨度40年以上有6起、
最长达52年。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12月9日，一封来自深圳航空的感谢
信被送到重庆市中医院，信中写道，“贵单
位徐娟、冯方玥、许建苹、刘贵竹在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以精准的中医技术协助机组
进行有效救助。”随后，机组人员在信中对
4位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

这封感谢信上提到的救助，发生在
11月底，一架从重庆开往深圳的飞机上。

“机上有医护人员吗？请尽快到客舱
前方，有乘客需要帮助！”11月29日早上
8点多钟，重庆飞往深圳的ZH9470航班
上，广播中响起乘务员的求助声。飞机前
舱，一位七八十岁的婆婆突然昏迷，家人
和乘务人员怎么喊也没有反应，乘务员只
能向机上乘客寻求帮助。

听到求救，坐在机舱尾部的四名乘客
迅速站起来往前跑。“我们是护士！”上前
查看的四人就是搭乘飞机前往深圳参加
护理学专业比赛的重庆市中医院护士徐

娟和她的同事冯方玥、许建苹、刘贵竹。
徐娟回忆，当她和同事跑到前舱时，

发现一位老太太瘫软在座位上，全身汗流
不止，“我们一位护士立即给她测血压，发
现测不出来，脉搏也很微弱，瞳孔对光反
射也很迟钝。”

徐娟的另一位同事则立刻询问家属
老人日常的身体情况，家属说老人没有基
础疾病，之前的表现也没有异常，但早上
没吃早饭。徐娟和同事迅速判断老人可
能是低血糖引起的昏迷，她们立刻按照中
医急救的方式，按压老人身上的重要急救
穴位。“我们医院时常会进行急救培训，飞
机上条件有限，但是很适合开展中医穴位
急救。”护士们说。

抢救进行了一分钟左右，老人逐渐苏
醒过来，乘务员拿来了橙汁和粥，护士们
帮助老人进食后，老人的不适感进一步消
失，老人也完全清醒过来，血压和脉搏逐

步恢复正常。
老人清醒过来后，和家人一起对救治

她的四位护士表示了感谢。老人来自重
庆石柱，这次是和家人前往香港。“幸好遇
到了你们，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老人还拉
着徐娟四人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徐娟介绍，她和冯方玥、许建苹、刘贵

竹都有过在突发情况下救人的经历，“之
前我在高铁上遇到过类似情况，也是用中
医的急救手法让那位乘客转危为安。”这
次能在飞机上再次救人，得益于日常扎实
的训练，“在哪里遇到都会上，这是我们的
职业本能。”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中国阅读”
推荐书目首次在渝发布

这80本好书
你读过哪些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让
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
滋养浩然之气。对读者而言，如何选择好
书非常关键。12月 11日下午，“乘书出
发 通达天下”——第七届“中国阅读”推
荐书目和阅读推广案例发布仪式在重庆图
书馆举行，现场推介的8大门类80本好书
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届“中国阅读”发布活动由中国图书
馆学会、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浙江省文澜
图书馆事业基金会共同主办，杭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承办，重庆图书馆、杭州图书馆
执行承办。这也是该活动创办以来首次走
出杭州，落地重庆。

8大门类80本好书发布

作为“中国阅读”项目推进全民阅读、
引领阅读风尚的重要载体，“中国阅读”推
荐书目自2017年推出以来，连续多年受到
社会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公共图书馆参
与。目前，“中国阅读”已发展成为一项兼
具关注度、认可度和公信力的活动。

主办方介绍，第七届“中国阅读”推荐
书目相关工作历时一年，汇集了全国143
家公共图书馆近80万条流通数据进行数
据整理、建模分析，并经过业界专家推荐最
终形成推荐书单。在原有“哲学·宗教”“政
治·军事”“经济·法律”“人文·历史·艺术”

“文学”“自然科学”“儿童文学”7个常规门
类基础上，本届活动顺应文旅发展新趋势，
增设“文旅融合”板块，总共公布了8大门
类80本好书。其中，既有李泽厚《美的历
程》、朱光潜《谈美书简》、叔本华《人生的智
慧》等传统经典，也有马伯庸《太白金星有
点烦》、寇宗来《五分钟经济学：互联网时代
的经济逻辑》等近年问世的畅销新作，客观
反映了当下全民阅读的现状和趋势。

重图阅读项目获全国推荐

“与往届活动相比，今年除了聚焦文旅
融合发展，首次新增‘文旅融合’书目，同时
还创新活动形式，特别新增了‘阅读推广案
例’这一特色项目，借以全面展现全国各地
图书馆在阅读推广领域的创新实践。”主办
方介绍。

根据创新性、持续性、可复制性等标准，
全国共有6家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项目入
选案例推荐，它们在回应不同年龄段读者需
求、嵌入多样化阅读场景、推动阅读推广深
入基层一线方面成绩斐然。其中，重庆图书
馆打造的“阅读汇：和我共读一本好书”项目
成功入选，成为“中国阅读”项目向全国公共
图书馆推荐的优秀阅读推广案例。

据介绍，12月11日起，读者还可到重
庆图书馆二楼展厅和文化长廊同步欣赏第
六届“中国阅读”推荐书目图片展和第七届

“中国阅读”推荐书目实体书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齐岚森

老人飞机上昏迷四位重庆姑娘出手了

飞机上的施救现场4位医护人员

这一跪，43岁男子泪流满满
“现在我终于回家了……”

他6岁时被拐流浪了36年，警方成立专班，7天帮他找到亲人
三年来，渝北区公安分局帮41个离散家庭实现了团圆

刘立跪在父亲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