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来的“外地人”

时间回到2012年，郎溪县十字镇大华村的
村民们在劳作时发现，村里吴村村民组、棉花队
村民组的山头出现了一位流浪汉，他用拾来的彩
条布、塑料布、木头、树枝，在一个小山坡边搭建
了一个简易的窝棚，他就是张昌平。

尽管已经过去了6年，70岁的村民邢忠告仍
然记得当初张昌平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从外地
流浪来的，村里好多人把饭给他吃，他却不吃，只
吃点零食。”邢忠告说，张昌平平时很少和别人讲
话，村里有空房子，喊他去居住他也不去，说是怕
扰民，怕吓着小孩子。

对于这个流浪汉，棉花队村民组老党员王忠
和印象深刻。“他那个窝棚很简陋，给他理发他也
不愿意去，看着他一个人可怜，我就有空给送点
吃的穿的去，今年还特意用新的防雨彩条布把那
个窝棚重新加固了下。”

“村里在得知情况后，每年冬天我们就把他送
到镇上敬老院居住。”大华村党总支书记梅长海说
道，平时除了村里看望张昌平，还组织村民党员送
衣送食，就这样张昌平在大华村住了7年。

五任书记接力“找家”

梅长海和村委干部多次看望张昌平，尝试着
与他交流沟通，希望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帮他寻
找亲人。

“我们试着问他叫什么，家住哪里，但结果都
是失望而归。”梅长海告诉记者，几年前流浪汉说
自己叫张昌平，是从浙江过来的，可是问他是哪

个乡镇哪个村的，他就说不清了，一会儿说汤池
镇、一会儿说金牛镇。“村里凭借这些信息通过
114查询，请求对方村委会核实，结果查无此人。”

7年来，大华村换了5任党总支书记，但他们
从未放弃帮助张昌平找到家人，帮他找到家人的
心愿仍旧牵动着每任书记的心。

“为他找家是我们村委干部的共同心愿，这7
年来只要有好的线索，我们就会尽己所能，多方
联系查找。”梅长海告诉记者，仅是2017年，自己
就根据张昌平提供的信息，打了十几个电话，麻
烦当地帮忙查证，但是都没有找到。

今年11月25日，天气突然降温，梅长海再一
次来到张昌平的窝棚，准备劝他去敬老院过冬，
交谈中，张昌平语气肯定地说自己是庐江县郭河

镇潘墩村人。

梅长海当即通过114查询到潘墩村村委会

的电话号码，几经沟通，找到了其兄张昌河的联

系方式，双方在电话里确认了张昌平的身份。

对于身在庐江的大哥张昌河来说，26年后能

够找到弟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和惊喜。张
昌河告诉记者，三弟张昌平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太
稳定，以前就经常往外跑，家里人常外出寻找他。
1993年弟弟再次外出走失，一家人再也没有找回

他。张昌河说，开始那几年，亲朋好友在外打工每

去一个城市，都会四处打听有没有弟弟的消息，但
寻人如同大海捞针，一次次找寻无果后，一家人
渐渐陷入绝望，以为弟弟早已不在人世了。

26年踏上回家路

确认身份后，梅长海决定和村干部魏新福、

甘田田组成护送小分队，尽快护送张昌平回家。
11月26日下午1点，护送小分队来到张昌平的
住处，给他换上干净衣服，理了个发，收拾好行
李，把他扶上车——离家26年后，张昌平终于踏
上了回家路。

考虑到张昌平家里两个哥哥年事已高，护送
小分队决定开车送他回去。十字镇到潘墩村的
距离有252公里，开车要近3个小时，为了让张昌
平早点回家，护送小分队下午3点就出发了。

当车离家乡越来越近，平时话语不多的张昌

平不断望向车窗外，看到外面熟悉的家乡景物

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晚上7点，车行驶到潘墩村村委会。几分钟

后，72岁的二哥张昌群赶到村委，看到26年没见
的弟弟，他一把抓住张昌平的手，激动地与他紧
紧拥抱在一起，不停地说道：“你是我老三，你认
不得我了？你还记得吗？我以为你不在了……”
张昌平看着多年未见的哥哥愣了神，许久之后才
想起擦去眼泪。26年的思念，分隔两地的人生，
兄弟俩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紧紧拉着彼此的

手许久不愿放下。

看到弟弟安然无恙，张昌群一直在感谢梅

长海一行，“没想到我还能看到这苦命的弟弟，

我们兄弟今天能够团聚，全靠你们，非常感谢
你们的帮助！”张昌群感激涕零地说：“这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弟弟，不让他再次离开亲
人、离开家。”

梅长海仔细核实了张昌群的身份后，又将
这对失散多年的兄弟送回家中进行安顿，等兄
弟俩安顿下来，护送小分队一行在深夜踏上了
回家的路……

从郎溪县十字镇大华村到庐江县郭河镇潘墩村，仅有200多公里的路程，但流浪
汉张昌平的这段回家路却走了26年。

11月26日，离家26年的张昌平终于结束了这么多年风餐露宿、四处漂泊的日
子。在郎溪县十字镇大华村委会村干部的帮助下，他回到了200多公里外的家乡，见
到了自己的亲人。 ■余克俭 本报记者 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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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肋”交流成“鸡腿”

“闲置经济”渐升温
■本报记者 刘畅

淘汰的手机，再也不会穿的旧衣，落灰的健身器
材，孩子用不上了的母婴用品……

随着“剁手族”的增多，家里被闲置后不再使用的
旧物逐渐增多。扔之可惜，不扔则成了尘封的垃圾。
面对这么多闲置物品该如何“点石成金”？

最近，不少市民支招，现在闲置物品既能“挂”在
闲置转让平台APP上卖出去，也能在各类APP上将
它们捐赠出去，让闲置的物品进行交流，实现变废
为宝。

12月1日下午，家住市区柏庄小区的居民赵曦席
将自己不穿的衣物打包好后，等待快递员上门收货。

“‘双十一’后我的衣柜又处于爆满状态，前几年的旧
衣必须做好‘断舍离’”。她说，旧衣服直接扔到垃圾
桶实在是浪费，所以今年清理旧衣时，她都会打开支
付宝的旧衣回收栏目。手指轻点后，快递员上门取
衣。这些衣服或用于捐赠贫困地区，或用于再生加
工，既支持了公益事业，又绿色环保。

自从有了孩子，家住市区西林小区的市民胡玉芬
家里的婴儿用品瞬间多了起来。“孩子长得太快，很
多囤的物品都用不上了。”在胡玉芬眼里，孩子的用
品都是自己货比三家，精挑细选购买的，扔了舍不
得，不扔占地方。所以在其他“宝妈”的推荐下，10
月底她在手机上下载了“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
APP平台。经过1个多月的“售卖”，她现在已经得
出经验，只要“挂”出的物品价格比店里优惠幅度
大，且能提供“保真”证明，大部分实用的生活类用品
都能找到新的“主人”。

记者看到，各类闲置转让平台上，销售的物品琳
琅满目。大到汽车、家具、家用电器，小到饰品、衣帽、
玩具、零食、化妆品，通通都能买卖。

“我喜欢在闲置平台上‘淘宝贝’，因为价格优势
大。”95后市民胡心悦说，自己刚参加工作常常“囊中
羞涩”，但是又想尝鲜电子产品和美妆产品。所以在
转让平台选购六成新到八成新的物品成了她不错的
选择。“二手的价格只有正价的30%-50%，不影响使
用，价格划算，不心疼！”胡心悦高兴地说。

虽然“闲置经济”不断升温，但采访中仍有不少
资深“玩家”做出提醒。市民储玉坦言，在闲置转让
平台消费时，对待不合理低价商品，大家要冷静考
量、理性消费，防止被“坑”。买卖双方沟通时，要尽
量选用平台官方承认的交易聊天工具，并注意留存
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信息，以便出现纠纷时留有
真实有效的证据。

本报讯 11月 27日上午9点多钟，天下着小
雨，刮着凛冽的寒风，出行的人不禁打着哆嗦，宣城
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身着黄色防水服、打着雨伞
在亚龙湾小区、鳌峰东路附近努力寻找两名走失学
生。最终，队员们下午2点多钟找到其中一名学生、
夜里11点多又成功找到另一名学生并安全移交给
各自家长。

当天上午市蓝天救援队接到一位家长的求助电
话，11月26日晚上10点钟我市某中学13岁男孩郭
同学与家人在琐事上争执后离家走失，其家人经过
一夜寻找未果后报警并求助市蓝天救援队。此时，
距郭同学走失已接近12个小时，天气寒冷，又下着
雨，接到求助后蓝天救援队立刻核实情况并启动出
勤程序，16名出勤队员兵分三路，一路联系宣城市
110指挥中心查看各路口监控，一路联系澄江派出
所、小区物业调取区域监控，另一路开展地面搜索，
在小区附近搜索、询问。

同时，市蓝天救援队还通过本地媒体在宣城市
范围内推送寻人公告，经过出勤队员的通力协作，下
午2点左右终于在亚龙湾小区附近的一间毛坯房内
找到面色疲惫的郭同学，并安全移交给其家长。

然而，这起寻人刚结束不久，队员们还没有来得
及休整，蓝天救援队后台又接到市区某高中韩同学
离家走失的家长求助电话。蓝天救援队队长立刻
布置寻人工作，并增加调动一批队员出勤，在鳌峰
东路舟基金色家园小区附近进行拉网式排查。监
控排查一直持续到深夜，此时，不少队员已经搜寻了
一整天，身上衣服早已被雨水浸湿。夜里11点多，队
员们终于在一家工厂内找到了韩同学。

记者了解得知，市蓝天救援队是民间专业的纯
公益紧急救援机构，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精
神，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
救援服务。 （本报记者 戴丹丹）

两学生因琐事离家走失
公益组织冒雨连夜寻找

新装备给鳄鱼搬家新装备给鳄鱼搬家

12月2日上午8时许，安徽扬子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里，扬子鳄饲养池内已经有四五名
穿着防水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寻找扬子鳄。

“过来一个人，这里有一条大鳄鱼，得两个
人抬才行。”一名工作人员在桥边的淤泥中看
到一条大扬子鳄，连忙招呼同事前来帮忙。另
两位工作人员则一人拖着一条扬子鳄来到了
铁笼边，把扬子鳄抱进了铁质鳄鱼转运箱里。

“这条还想‘越狱’呢。”扬子鳄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宣传教育科科长汪仁平看着转运箱里
将头高高昂起的扬子鳄笑着告诉记者，往年工
作人员都是从饲养池先把扬子鳄捞到岸边，再
进行转运，今年工作人员自己设计制作了两个
铁质鳄鱼转运箱用来搬运扬子鳄，更加安全高
效。“使用转运箱，不但减少了工作人员和扬子
鳄接触的时间，保障了人员安全，也减少了转
运途中对扬子鳄的影响。”

一万多条鳄鱼转场一万多条鳄鱼转场

“每年初春和初冬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在
此期间我们要将14000多条鳄鱼搬进搬出。
初春将扬子鳄从越冬室搬到饲养池，初冬是
将扬子鳄从饲养池搬到越冬室。今冬的转运
工作从11月25日开始，预计到12月10日左
右结束。”汪仁平告诉记者，上周工作人员已
经将5岁以下的鳄鱼提前转移到了暖房，现在
进行的主要是5岁以上大鳄鱼的转移工作。

“现在转移鳄鱼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在较低的
气温下，扬子鳄的活性也比较低，这样无论是
对于参与转运的工作人员还是被转运的扬子
鳄来说，都更加的安全。”

记者了解到，在转运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
保护区的几百条长度2米左右的大鳄鱼，这些
鳄鱼体积较大，力气也比较大，在转运的过程
中尤其需要注意安全，一般来说这些鳄鱼的转
运工作会放在最后进行。

冬眠之前要体检冬眠之前要体检

鳄鱼转运箱装满之后，吊机将转运箱小心
翼翼地从饲养池中吊起，放到等候在桥上的
三轮车上，三轮车再将转运箱送到越冬房。
进入越冬房之后，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工作人
员连忙拿起水枪给扬子鳄“冲澡”。几分钟之
后，一身泥浆的扬子鳄终于漏出了本来的颜
色。原本因为降温变得有些木讷的扬子鳄，
也活跃了起来，一些扬子鳄还抬起头发出了
叫声。清洗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将扬子鳄一
条条地搬到越冬池里。

“扬子鳄在这里进行清洗的同时，也是进
行体检的过程。”汪仁平告诉记者，工作人员
在搬运扬子鳄的同时，也要检查扬子鳄的身
上是否有伤口，如果有伤口将会对受伤的扬
子鳄进行治疗。越冬池的温度将恒温在10℃
左右，恒温恒湿的环境能够让扬子鳄安全地
度过整个冬天。

二十六年回家路
五任村书记接力 助流浪汉“寻亲”

扬子鳄开始搬家越冬啦

■章松 本报记者 余庆 文/图

近日记者从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工作人员已经进入
饲养池开始捕捞扬子鳄进行转场越冬，这
些扬子鳄将在恒温恒湿的越冬房里度过
今年冬天，直到明年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
候再放回到饲养池之中，扬子鳄越冬后，
市民可以到冬季观鳄房观看扬子鳄。

越冬房内越冬房内，，扬子鳄正在扬子鳄正在““洗澡洗澡”。”。

工作人员在饲养池内捕捞扬子鳄进行转场越冬工作人员在饲养池内捕捞扬子鳄进行转场越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