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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没闭眼，就要去找我女儿！”

故事要从1987年夏天的永川火车站说起，绿皮
火车从贵州遵义缓缓驶来，刘展鹏的心情很急切，这
不是归乡的急切，而是他想快点下车去到医院——
妻子罗秀娟临盆，总不能让孩子在车上出生。可意
外还是来临，6月28日，妻子在火车上生产，诞下一
名女婴。6月29日，火车到达永川，罗秀娟因为早产
出现大出血，四处求助送医，心急如焚的刘展鹏或许
还没适应身份的转变，将刚出生一天的孩子交给身
旁的群众帮忙照顾，这一次交接竟然就是36年的分
别！

女儿不见踪影后，刘展鹏夫妇找过很多地方，也
找过很多年头，在大足当地，老两口还有些“名气”，
就是因为四处奔走寻找孩子。“永川、（大足）邮亭、荣
昌，都去找过。”打开自己当年的寻人启事，罗秀娟
很是唏嘘，“别人的寻人启事至少有张照片，而孩
子当时在火车上出生后，甚至没有来得及照一
张照片，取一个名字，唯一的特征就是包裹着
孩子的一张白床单和一件灰毛衣。”其他孩子
走失的父母，多少能在家中看到孩子的玩具、
衣服，有个念想，而刘展鹏夫妇什么都没有。

即便是最近几年，老两口也没有放弃寻
找。在贴寻人启事的途中，有人跟他们说，寻人
启事风吹雨淋，一会儿就不见了，又没什么有效
信息，怎么找得到？罗秀娟只是倔强地说，“我生
孩子的时候大出血，娃儿是用命生下来的，我现在
快70岁了，只要还没闭眼，就要去找我女儿！”

“谁不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说是没有有效信息，其实寻人启事上最有效的
信息就是出生年月和出生地点，林霞身份证上的出
生日期，正是1987年的6月28日，人也在其出生的
永川区。

被刘展鹏交给路人照料后，路人找不到刘展鹏，将
孩子放在火车站附近，林霞被如今的养父母所收养。

有个词叫视若己出，可能说的就是养父母对林
霞的态度，在家里，她从来感受不出来异样，和其他
小伙伴没有任何区别。可离开家，很难不听到一些
声音，儿童时期，她不止一次听说过自己不是父母亲
生的，好在这些闲言碎语从未影响到她的成长。如
今成家立业的林霞也终于鼓起勇气问起养父母自己
的身世。“可知道后又很煎熬，我到底要不要去找亲
生父母?”林霞想去找，谁不想见见自己的亲生父母
呢？她又不敢去找，一是顾及养父母的感受，二是她
不知道亲生父母是不是不想要自己？

事实上，父母从没放弃过寻找她。2019年，在
亲朋的指引下，刘展鹏夫妇来到大足区公安局采血
入库，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

2岁！患儿文文肾移植成功
重庆完成最小年龄患儿肾移植手术，患者康复出院

26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介绍，日前，该院肾移
植团队成功为一名2岁6个月的尿毒症患儿进行肾移植，患儿
文文（化名）的肾源来自贵州。据悉，这是截至目前重庆最小年
龄肾移植受者，2023年1月25日，文文顺利康复出院。

男孩文文（化名）3个月大时，因一次感冒到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就诊，确诊为一种名为神经纤维瘤病1型(NF1)的罕见病。

神经纤维瘤病1型发病率约为1∶3000。2022年2月，长
到8个月大的文文因呕吐数日入院，由于重度肺炎，呼吸衰竭，
病情危重，文文转入重症医学科。医生检查发现，文文双肾多
发囊肿、双侧肾动脉狭窄，已发展为急性肾损伤2期并伴有高
血压，经过多学科抢救，文文保住了生命但肾损害却处于不可
逆的状态。

2023年12月，文文的疾病不可避免地发展为尿毒症期，
在肾脏科进行血液透析的同时，他的父母在泌尿外科进行肾移
植登记与评估，等待肾移植机会。

2024年1月4日，登记不到一个月，文文父母就接到肾源
配型成功的消息，捐献肾脏的孩子也是低龄幼儿。

“低年龄、低体重供体肾移植手术难度大、风险高，一直是
肾移植领域研究的热点和攻关的难点。”该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华燚教授介绍，低龄供肾移植的首要问题是血管纤细，肾动脉
就像牙签般粗细，不仅吻合难度大，术后还极易形成血栓，导致
移植肾丧失功能，手术失败。

1月5日晚上7点半，捐献的肾脏到达医院，手术正式开始。
手术难度比专家们预想的还要大一些，受到Ⅰ型神经纤维

瘤疾病的影响，文文的血管条件比一般肾移植患儿差很多，血
管呈炎性表现，血管壁分层，进一步加大了手术吻合难度，增加
术后血栓的风险。

经过近两小时小心翼翼地“雕琢”修整肾脏，充分的肾脏低
温机械灌注，精细的肾脏移植吻合，供肾顺利移植到文文体内。

由于文文术前存在高血压，因此肾移植术后血压调控成为
术后管理的重点，如果高血压不加控制，肾脏血流高灌注损伤，
同样会让移植肾在短期内丧失功能。针对文文顽固性高血压，
该院多学科团队会诊共同出谋划策。

精心调控下，文文血压逐渐下降到正常水平，肾脏功能恢
复正常，至此，重庆市年龄最小儿童肾移植圆满成功。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石亨

1月26日，第二十届第二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入选工程名单公布，共有45项各领域的标志性工程入
选。其中，重庆市轨道交通环线工程榜上有名。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认定的全国建设系统工程奖励项目之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首批核准的科技奖励项目，也是中
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

重庆轨道交通环线全长50.8公里，设站点33座，串
联了沙坪坝区、江北区、渝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5个
行政区，以及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5
号线、6号线、9号线、10号线等轨道交通线路。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轨道交通环线在
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重庆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多个

“最”——环线建设项目是当今世界上封闭成环运营里
程最长、车辆型式最新（首创As型地铁列车）、跨江难度
最大（3种桥型，2次跨越长江，1次跨越嘉陵江）、换乘数

量最多（线网中11条线、13座车站）、衔接能力最强（3座
高铁火车站、4座综合公交枢纽、5个城市组团、3线互联
互通、11线换乘）的超级轨道交通工程。

与此同时，环线建设项目还创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适应山地城市特点的地铁设计、建造了成套标准体
系，累计获得国家专利20余项，编制行业及地方标准5
部。

不仅如此，重庆轨道交通环线还斩获2022年度“菲
迪克年度杰出项目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10项、省级
优质工程奖3项、省级勘察设计奖5项等，项目成果整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车辆技术、互联互通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关键成果已在全国24个城市、50余条线
路推广应用，为我国山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积累了宝贵
经验，为制定山地城市地铁技术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出生1天即离散
一别36年
九龙坡区、大足区警方助力
林霞与亲生父母得以相认

重庆轨道交通环线荣获詹天佑奖

环线高家花园轨道大桥实景照 轨道集团供图

1月25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半个月，林霞从来没
有像今年这样期待过年。都说孩子最期盼过年，但对于
36岁的她来说，这种感觉甚至甚于孩提时代。

新春佳节前，在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指导下，重
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及大足区公安局助力与父母
失散36年的林霞与亲生父母相见，“可以说我出生多
久，就和他们（亲生父母）分开了多久。”

林霞与亲
生父母刘展鹏
和罗秀娟紧紧
拥抱在一起

警方供图

“失散36年，今年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不久之前，林霞和罗秀娟先后接到公安机关
的电话，失散多年的亲人可能找到了，需要进一
步采血比对——转折来自于去年，九龙坡区公
安分局华岩派出所在开展基础信息采集时，林
霞的血样入库，“否则即便母亲在四五年前就已
经采血，没有女儿的血样，也无法进行比对。”

上周，经过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刑事技术实
验室DNA对刘展鹏、罗秀娟、林霞三人进一步采
样的比对，认定三人系生物学父母子女关系！
“我的幺女儿啊，是妈妈啊，你还记得我不？

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啊！”昨日上午，在民警的陪同
下，失散36年的一家人终于在华岩派出所相见。在
抱头痛哭过后，就是一家人的互诉衷肠。36年的光
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岁月，而对一个失散孩
子的家庭来说更是充满了煎熬和等待。

“非常感谢警察同志，让我们一家团聚！30多
年了，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一家人今年才能过一个
真正的团圆年！谢谢你们！”在团圆认亲仪式上，林
霞一家人含着泪水感激地说：“今年春节我们回家过
年！”回家，具体是回林霞从未去过的老家，还是林霞
已经组建的新家，并不重要，家人团聚在一起，才是
家的意义，也是年的意义。

“时隔36年，家人团聚的关键正是父母和孩子
先后到公安机关采血，这样才让最终的比对成功有
了可能性。”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大队
长刘睿说。九龙坡警方在此呼吁，助力人间团圆，需
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请大家积极向公安机关举
报疑似拐卖犯罪线索，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查找，也请
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主动前往公安机
关进行血样采集，争取早日实现团圆梦。

（文内人物除民警外均为化名）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团聚的家人为民警送上锦旗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