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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丁晓
5月21日，一个充满爱的日子。这天，一直在

外流浪的张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姐姐，他拉着
姐姐的手，姐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跟着姐姐走，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张
伟的姐姐一只手抹眼泪，一只手紧紧拉着弟弟。
张伟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终于又要有家了！

16年，从当初意外走失的18岁少年，到现在
对好心人充满依恋的青年，有智力障碍的张伟
说不出他经历了什么。可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要回家了！

意外之喜：给流浪汉落户 找到家人

2020年年初，沂源县历山街道办民政所的
工作人员找到沂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的民
警，他们想给辖区里的一名流浪汉落户，询问需
要办理什么手续。

城区派出所立即到沂源县城商业街上了解
流浪汉的情况。据商业街上的商户介绍，流浪
汉叫张伟，有轻微智力障碍，在商业街上有些年
头了。平时，张伟住在商业街一栋商业楼的楼
道里，附近商户看他可怜，经常给他一些食物。
张伟很勤快，常常帮商户干活。本来，历山街道
办民政所的工作人员想把张伟送到救助站，可
张伟不愿意离开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地方，工作
人员就想到了为张伟落户，这样，张伟就可以享
受到一些扶贫政策，生活也就有了着落。

民警决定为张伟落户，没想到抽取了张伟
的血样后，有了意外之喜：通过比对，张伟的生
物检材与潍坊市昌乐县营丘镇邢李村一户张姓
人家走失孩子的生物检材非常接近。

4月16日，城区派出所副所长李玲和民警同
民政所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到了邢李村。在村里，
通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的介绍，他们了解到，
16年前，张姓人家走失了的孩子，就叫张伟。

事情的进展让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亲人相认：跟姐姐走，姐姐带你回家

5月20日，生物检材比对结果出来了，张伟
就是张姓人家走失的孩子！

得到消息后，李玲立即联系了邢李村党支
部书记李炳科。整个邢李村沸腾了，村里决定
帮张家整修房子，接张伟回来。

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张伟的姐姐张爱梅
和丈夫在5月21日早早就出门了，上午9点左右
到了沂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想在最短的时
间内见到弟弟。

民警带着他们到了张伟居住的帐篷，让人
意外的是，帐篷里没人！

通过调取视频监控，民警发现了张伟的踪
迹。原来，张伟已经从经常照顾自己的水果商
贩王大哥那里知道，民警帮他找到亲人了。可
他舍不得离开，就来到王大哥的店铺里，坐在那
里一言不发。

张爱梅跟着民警来到商业街。为了跟弟弟
相认，她还专门带上了一张照片。她说，弟弟走
失那年才18岁，那年的2月，她结婚，为此一家人
拍了一张合影。

看到弟弟，张爱梅激动地跑过去，拉着弟弟的
手泣不成声：“我是姐姐，你知道吗？”张伟点头。“姐
姐带你回家，好吗？”出人意料的，张伟摇头！

民警考虑到，张伟对姐姐还是不熟悉，就让
姐姐拿出母亲的照片给张伟看。

看到照片中的母亲，张伟哭了。这次，当张
爱梅问：“跟着姐姐走，姐姐带你回家，好吗？”张
伟重重地点了点头。

打那开始，张爱梅走到哪里，张伟就跟到哪
里，姐弟俩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张爱梅告诉记者，父亲去世早，家里生活贫
困，张伟虽然智力有障碍，可是他很懂事，每天
骑着三轮车去捡破烂，维持生活。2004年2月
份，张爱梅结婚了，张伟就和母亲相依为命。当
年4月的一天，张伟早晨出门后，到了晚上都没
有回家。一家人到处寻找未果，报了警，张爱梅
也托人到处寻找，可张伟一直没有音讯。“多亏
沂源的这些好心人，太谢谢他们了！”

5月21日下午6点，记者联系了邢李村党支部
书记李炳科，他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回到村里。在
张伟回家之前，村里已经帮他把房子收拾出来了，
接下来，村里要申请恢复张伟的户口，为他办理身
份证，让其享受到各种扶贫政策。

文/图 记者 张培
已近花甲之年的赵志刚从临沂老家来

到淄博打工已经有20年，虽然他干的都是力
气活，但他觉得很幸福甚至有些骄傲，因为
他靠搬瓦赚钱，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如
今，他又有了一个“小目标”……

搬瓦为女儿赚学费 父亲成“网红”

提起自己的两个女儿都成为大学生，
58岁的赵志刚感到自豪、满足。

5月20日中午，经过多方打听，记者终
于在淄川区罗村镇一家生产建筑材料的工
厂找到了这位“网红”父亲。面对陌生人来
访，赵志刚有些紧张，但他更渴望将自己这
大半辈子的奋斗史讲述清楚。由于他每天
搬瓦较多，因此手套很快磨破，基本上不到
一星期就要换一副手套。

当记者问每天搬瓦累不累，赵志刚笑
称，在整个工厂，除了办公室文员和门卫，搬
瓦是最轻松的活了。每次想到顺利上大学
的女儿，赵志刚就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盼，
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

“只有努力干活，家人的日子才会越来
越好。”赵志刚说，这20年，虽然辛苦，但收
获更多的是幸福和希望。

心里有希望就不觉得日子苦

1962年，赵志刚出生在临沂市平邑县
仲村镇兴和村一个贫苦农家，父亲去世早，
母亲身体不好干不了农活，1977年高中还
未毕业的他就提前辍学回家务农了。为了
帮母亲撑起一个家，赵志刚成了家里的顶梁
柱，后来他参加高考，因差3.5分落榜，从那
时起，他就立志将来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上
大学，做对国家更有用的人。

1980年包产到户，老家农村分田地，他
那年报名参军，体检和政审顺利通过，但看
着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毅然放弃了参军的
机会。直到2000年夏天，通过老乡介绍，他
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淄博市淄川区罗
村镇打工。刚开始他在工厂负责制料，妻子
负责搬瓦。

赵志刚坦言，自己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
是自己的妻子谢有云。“我运气不好，但我不
信命。”赵志刚说，妻子的双手因长时间接触
凉水，手指逐渐变形，不仅干不了重体力活，
连擀饺子皮这样的家务活都难以完成。妻
子双手受伤后，他便把搬瓦的活接了过来。

如今，赵志刚每天至少搬瓦10000片，
每个月收入约4000元，老板信任他，让他协
助后勤工作，每个月会再发一份基本生活
费。截至2016年，他们每个月要给母亲寄
生活费和医疗费，母亲身体多病，每年至少
住3次院，同时还要支付大女儿的学费。母
亲离世后，大女儿也大学毕业了，他们又要
供小女儿上大学。还好，两个女儿都很懂
事，在上大学期间都坚持勤工俭学，也为家
里减轻一些负担。

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赵志刚的压力也
减轻不少，他总重复那句话：“心里有希望，
就不觉得日子苦。”

新目标：攒钱给妻子治疗手疾

赵志刚和妻子谢有云每天清晨5点到
岗搬瓦，下午2点下班，中午休息1小时，晚
上加班装车再干2小时，每天搬瓦10小时。
这就是他们一天的生活状态。谢有云虽然
干活较少，但都会跟在赵志刚后面，为其递
水、擦汗。他俩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令其他工
友羡慕。

“她（谢有云）这辈子跟着我吃了不少
苦，我想想挺心疼的。还是咱老爷们没本
事。”赵志刚表示，这辈子虽然都在为生活劳
作，赚的是辛苦钱，但无怨无悔，凭自己奋斗
把两个女儿培养成大学生，内心很满足。如
今他要继续努力干活赚钱，在60岁前，带着
妻子好好地治疗手疾，尽可能让妻子的双手
恢复正常功能。这也是他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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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右）给姐姐看他养的花。

5月20日中午，58岁的赵志刚顶着烈日工作。

民警给流浪汉落户
意外帮其找到家人

走失16年
看着母亲的照片

他哭了

靠搬瓦培养出俩大学生
“网红”父亲有了新目标

打工20年
想想未来的日子

他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