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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这是一段跨越近5000公里的采访，
这是一段延续60多年的恩情与亲情。60
多年前，“国家的孩子”被接入内蒙古自
治区，当地牧民群众将他们抚养长大；60
多年后，国家力量又帮助他们寻找亲人，
再度圆梦，了却他们“人生当知来处”的
牵念。

这段延续了60多年的恩情与亲情，
时间割舍不断，距离阻隔不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
的自然灾害中，食品物资极度匮乏。上
海、江苏、安徽等地的一些保育院，食品
短缺，营养不良的孩子面临着疾病和死
亡的威胁。

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

志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连夜给时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
打电话，请他想办法帮助这些孩子。

身兼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立即让
内蒙古给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
奶酪……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乌兰夫
提议把孩子们接到内蒙古来，由当地牧
民抚养。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按照
这一指示，内蒙古安排人力、物力、财
力，部署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
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做好一切
准备工作。

从1960年到1963年，上海及周边地
区近3000名孤幼儿，坐上了一列列向北
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当
时，生活并不宽裕的内蒙古人民，用博大
的胸怀和无私的爱接纳了这些孩子，当

地牧民群众用爱和乳汁把他们抚养长大，
给了他们家园与亲情，成就了“三千孤儿入
内蒙”的佳话。

“草原母亲”都贵玛是内蒙古乌兰察布
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的牧民，她养育28
个孩子的大爱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她被誉
为“草原最美的额吉”，被授予“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

当时，都贵玛独自一人带着 28 个孩
子，最小的孩子仅8个月大，最大的5岁。在
蒙古包里，都贵玛把孩子们的床摆成圆形，
自己睡在中间，这样晚上不论哪个孩子哭
醒，她都能以最快速度照料他们。在孩子们
的哭闹声中，年轻的都贵玛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不眠之夜。

都贵玛抚养过的28个“国家的孩子”，
如今已扎根在这片哺育滋养他们的土地
上。不论工作再忙、住得再远，他们都会不

时到都贵玛家坐坐，陪额吉喝碗热奶茶。
这次采访，我从呼和浩特到锡林浩特

600多公里，从锡林浩特到常州2000多公
里，又从常州返回呼和浩特 2000 多公里，
采访的6天里，一幕幕场景感染着我。

最令我感动的是和姜永禄爷爷聊天，
92 岁高龄的他，走路不利索，口齿也不太
清晰，但是那段历史好像刻在他脑子里，老
人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在他的讲述中，
当年的故事清晰可见、温暖感人。

如今，当年被接来内蒙古的孩子已年
过花甲，有的养父母相继离世，想要寻找血
脉亲情的念头愈发强烈。2021 年，公安部
深入开展“团圆”行动，通过DNA比对技术
帮助他们寻找亲人。

在王志强认亲仪式举行前一天，我从
锡林浩特来到常州，见证了这一幕：认亲仪
式上，王志强和阔别64年之久的哥哥、姐
姐紧紧相拥，病重的三哥也坚持坐着轮椅
赶来，他捧着哥哥的脸，头挨头贴在一起。
那一刻，那份浓浓的亲情，令在场的人红了
眼眶。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血脉亲情无论
相隔多远、多久，都无法割舍。

恩情不断 亲情再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我回来了”“回来就好……”1 月 12
日，66岁的王志强终于见到了阔别 64年之

久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从小在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长大的王志强，在相距 2000公里

外的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崔家村，找到了

自己的根脉。

亲人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在场的人无

不动容，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在这一刻奔涌

而出。

穿上大红色蒙古袍与亲人相拥

1月 11日，认亲前一晚，王志强的爱人

乌兰把两件大红色蒙古袍挂了起来，把准

备好的银碗、哈达装进包里，这是他们为认

亲仪式特意准备的蒙古族服饰和用具。

按照蒙古族习俗，每逢盛大节日、喜庆

的日子，他们会穿上华丽的蒙古族服饰，表

达尊敬、喜悦之情。选择在认亲的日子穿上

蒙古袍，王志强希望让家乡人了解蒙古族

习俗文化，也以此表达难忘草原母亲养育

之恩。

在王志强为认亲仪式精心准备的同

时，他远在常州的亲人也在忙碌着。

王志强的大侄子崔文炳早早把水果、

糖果摆上八仙桌，买来了象征团圆的馄饨。

亲人们陆续赶到，十几口人把屋里挤得满

满的。

王志强的三姐崔留珍拿出一张已过世

父亲的照片，侄子崔山佳从手机里翻出叔

叔王志强的照片，他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

起端详：“像！看着就是我们的家人。”

一切准备就绪，崔文炳捧着一大束

鲜花，去酒店迎接王志强。路上，他向王

志强介绍家乡多年前的模样，“这条马路

以前是条河”“咱们家的祖宅就在东庄社

区这里”。

年过花甲的王志强已忘记了有关家

乡的一切。1960 年，他被送走时还不到两

岁。在王志强儿时的记忆里，他是蒙古族，

生长在草原上，“牧民老乡每天会牵着奶

牛来送奶”。

看到王志强走来，早已等候在门口的

二哥崔银富、三姐崔留珍快步上前迎接，和

王志强紧紧拥抱在一起。亲人们围了一圈

又一圈，见证这一团圆时刻，看着他们热烈

相拥，许多人红了眼眶。

1月 12日 10时，认亲仪式在东山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能容纳 30多人

的会议室坐满了王志强的亲戚，有人专程

从宜兴市、无锡市赶来。

“经数据比对结合背景调查，王志强、

崔银富、崔留珍符合全同胞关系。”认亲仪

式主持人、宜兴寻亲志愿者昌江涛现场宣

读由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出具的《亲缘关系

确认书》。

随后，王志强跟着家人回老家，一路

上，他一直拉着三姐的手。饭桌上，一家人

吃着热气腾腾的馄饨。这时，王志强问起自

己头上伤疤的来由，崔留珍不好意思地笑

着说：“我拿刀划的。”当年，8 岁的崔留珍

做饭时，把弟弟放在木制的学步车上，她削

莴笋时不小心划伤了弟弟的头。

崔留珍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没承想这

道疤成了他们寻找亲人的标识。“姐姐，要

不是你划我这一下，你们还认不出我呢。”

在亲人面前，这个令他好奇多年的问题“揭

秘”了。

看着高大壮实的弟弟，崔银富想起当

时家里送走弟弟的缘由，“当时家里有 7个
孩子，实在养不活，最小的留下来就要饿

死”。60多年后再聚首，他和家人们不禁感

叹：“感谢内蒙古大草原把你抚养大，还养

得这么好，现在又把你送到我们身边。”

亲情血脉难舍，踏上寻亲路

团圆来之不易，这背后是一波三折的

漫漫寻亲路，更有公安民警、志愿者锲而不

舍的坚持与帮助。

养父母相继去世，王志强一直不知道

自己的身世。尽管从小隐约知道自己被当

作南方孤儿，但他始终不愿意相信。

王志强真正面对这个话题时，他的儿

子已经上了初中。“你是上海孤儿吗？”有一

天，王志强接到儿子班上同学母亲嘎鲁打

来的电话，嘎鲁解释说她也是上海孤儿，想

把大家组织起来，过几天一起聚聚。

实际上，王志强的身世已是公开的秘

密。妻子乌兰的父亲曾和王志强的养父一

起把他接回，乌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儿

子。有一次，儿子在和同学聊天时无意中提

起，“我爸是南方孤儿”。“我妈妈也是。”就

这样，嘎鲁知道了此事。

嘎鲁到锡林郭勒盟报社发了一个登报

启事，建了微信群，逢年过节大家互相问

候，平时一起聚餐、参加活动，“哪位兄弟姐

妹家里有困难或者生病住院，我们都能出

一份力”。

自 2000 年起，嘎鲁他们踏上了寻亲

之路。

起初，王志强对于寻亲很矛盾，“既

想知道答案，又觉得没有必要，寻亲这件

事，除非对方真的想来找你，否则不会有

结果”。

2007 年，王志强准备了一些寻亲资

料，和爱人乌兰抱着“去旅游”的心态，

和同伴一起到上海儿童福利院旧址寻亲。

几次的寻亲会都没有实质性结果。

2015年 9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来自安徽

的电话，“对方问了我一些信息后，说我

是他的弟弟”。不久后，这家人来到锡林

浩特，王志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极度渴

望和失散亲人团圆的双方就这样认了亲。

后来，在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中，王志

强才发现他们的DNA比对不上。

寻亲路上，当地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

成为强大后盾。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

大队长乌达木被称为“寻亲大使”，他对

王志强说：“叔叔，您放心，我们一定帮

您找到家人。”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

通过分析，在比对王志强的 DNA 数据后，

发现几个江苏省常州市崔家村的家系，可

能与他有亲缘关系，随后把情况通报给江

苏省宜兴市寻亲志愿者团队。

2023 年 12 月 14 日，寻亲志愿者昌江

涛和几位志愿者来到常州市崔家村实地走

访。在征得对方同意后，由专业人员采集可

能是王志强亲属的人员血样，寄回锡林郭

勒盟公安局进行DNA数据复核比对。

当昌江涛联系到崔文炳想要采血时，

他却拒绝了。昌江涛很纳闷，“正常人家能

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

原来，崔文炳之所以不想采血，是因为

之前也有过认错亲的经历。后来，他说：“在志

愿者锲而不舍的坚持下，我同意了采血。”

此次亲人相认，崔文炳与王志强都感

叹道，“真的要感谢锡盟公安局，感谢志愿

者，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才能找

到真正的亲人”。

帮助更多人圆梦

事实上，大多数自发寻亲过程十分不

易，仅凭外貌特征无异于大海捞针。

转机出现在 2021年，公安机关深入开

展“团圆”行动，依托打拐全国 DNA 数据

库，帮助失散的人找寻家人。

乌达木说，当时有意向寻亲的“国家的

孩子”来到居住地派出所登记，采集完血样

后再送到技术大队进行检验鉴定和分析。

当年就有两人寻亲成功，现居住在锡林浩

特市的苏和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 65 岁的苏和从小在一个幸福的

家庭长大，“我还有个妹妹，父母却总是偏

爱我”。在他的记忆中，家里特意买了一

头奶牛给他吃奶，每到过年衣服从里到

外都是新的，上初中时就有了手表……

后来，苏和的父母告知了他的身世，他记

得那天放学回家，家里坐满了人，“连住

在旗区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我父亲说要宣

布一件事……”

养父母离世了，苏和开始想解开疑

问：“我到底来自哪里？我还能见到亲生

父母吗？”自此，苏和踏上了寻亲之路，到

上海、江苏等地参加寻亲会。2016 年，苏

和在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助下，采集

了血样、做了 DNA 比对，然而一直没有

实质性进展。

2021 年 5 月，得知可以去当地公安局

通过采集血样、分析比对 DNA 数据寻亲，

苏和来到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采集血样。

乌达木将采集来的血样录入 DNA 数

据库，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青年警员们马

不停蹄地展开 DNA 比对工作。与此同时，

远在江苏的寻亲志愿者挨家挨户寻访，广

泛搜集曾送出孩子家庭的亲属血样。

据乌达木介绍，通过 DNA 数据寻亲，

是当前准确性最高的一种手段，但前提需

要双方的DNA数据都录入数据库。尽管现

在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数据检测的速度

越来越快，但拿到 DNA 数据之后，仍面临

大量的工作。

乌达木说，寻亲双方两个地区的公安

部门需要对接，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需要

跟进核实。从发现可能的家系范围，到逐步

缩小范围直至精准锁定，需要几个月甚至

十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大多已年过

花甲，随着年龄增大，对他们而言，团圆

的机会更加宝贵。31 岁的民警于海霞时

常加班，“为了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总

是守在机器旁边，出了结果马上进行下一

步工作”。

好消息很快传来。2021年 7月，苏和的

DNA比对成功了，他的家人在江苏宜兴官

林镇。接到寻亲成功的电话后，苏和不敢相

信，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两年来，苏和同宜兴的亲人联系密切，

经常打电话、发微信。2023 年 7 月，苏和的

哥哥姐姐带着儿女，一共 12 口人，驱车来

到锡林浩特，在草原上游玩，吃手把肉、烤

全羊。苏和找出当时的录像给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看，他们一家人在蒙古包里载歌载

舞、把酒言欢。

开往草原的儿童专列

苏和将寻找到亲人的好消息，在微信

群里分享给更多人，他们希望接上这份好

运，早日圆寻亲梦。

苏和特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已 92
岁高龄的姜永禄老人。姜永禄此前是锡林

郭勒盟阿巴嘎旗旗医院的领导，当年，他带

队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把 300多个孩子从

上海接到内蒙古，其中就有苏和。

1月 10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锡

林浩特市姜永禄老人的家中，书桌上堆放

着几十封信，姜老正翻看着来自呼和浩特

市、北京、上海等地的信件。

提及当年锡林郭勒盟接回孩子的话

题，耄耋之年的姜永禄仍能清晰地说出事

情的来龙去脉。

1959年 12月，内蒙古召开四级干部会

议，各盟市、旗县、苏木乡镇重点卫生院的

干部都参加了。会议决定，在 5个旗县设立

育婴院，由保育员照养孩子们一段时间，待

他们恢复健康、适应了当地气候时，再交给

牧民抚养。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这次会议

是最长的一次，为期 40多天。”姜永禄说。

会议一结束，接入南方孤幼儿的工作

正式开始。新盖了两排木质结构的房子，搭

建小桌子、小椅子、小床，裁剪婴儿衣服，给

保育员授课培训，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

地进行着。

1960 年 8 月 24 日，姜永禄带着由医

生、护士、保育员、会计组成的 16人小组出

发了。几天后，他们抵达上海市育儿院，眼

前的孩子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大萝卜头、大

肚子、细胳膊细腿。

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的准备，当年 9
月底，接运小组带着采购的药品、氧气、

纸尿片等物资，接上孩子们，坐上了开往

北方的火车。铁路部门特批两节“儿童专

列”车厢，驶往 1800公里外的内蒙古。

“这些孩子中，最小的几个月，最大

的几周岁。”姜永禄回忆说，孩子们一会

儿哭，一会儿尿，一会儿喊饿，火车行进

的两天两夜时间里，接运小组的工作人员

几乎没有合眼。

火车到达张家口站时，大街上正在耍

龙灯舞狮子庆祝，姜永禄这才反应过来，

“今天是 10月 1日国庆节啊！”

抵达后，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包德明带

着两辆大轿车来接他们，先把孩子们送到

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在当地休整两天

后，再把孩子们送到锡林浩特市、苏尼特

右旗、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立的

育婴院。

“我们一共走了 6 天，长途跋涉，顺利

接回了这些孩子。”讲到这里，姜永禄长舒

了一口气。

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

在阿巴嘎旗，当地举全旗之力，精心养

护这批孤幼儿。

凭票供应的细粮对孩子们全面供应；

旗供销社难得来了两箱苹果，都留给孩

子；奶粉库存告急，供销社科长骑马下牧

区寻找奶源，勒勒车（草原上使用的运输工
具——记者注）拉回冰冻的奶坨子，“有的

茶缸大、有的碗大、有的铁锅大，一看就是

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这些难忘的一幕幕

在姜永禄头脑中闪现。

收集牛奶时，供销社要给牧民钱，有

的牧民急了。讲到这里，姜永禄提高音

量，模仿牧民的口吻说：“这不是国家的

孩子吗？这奶子是给国家的孩子喝，不是

来卖的！”

一份份记录当时情况的史料，见证着

内蒙古人民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锡林郭勒盟档

案馆查阅到一份泛黄的资料——《锡盟

1960年到 1963年移入儿童工作总结》中记

录着收养、领养儿童的情况；育婴院的情

况；收养儿童的饮食、营养情况、伙食标准、

存在什么问题，儿童领养情况等内容。

一份西乌珠穆沁旗育婴院的物资清

单，详细记录着物资的规格、数量、新旧程

度，“小孩鞋 22双，旧的”“绒衣 30件，旧的”

“小孩绢布 40 个，新的”。在那个物资极度

匮乏的年代，内蒙古倾其所有，把最好的东

西留给这些孩子。

孩子们在育婴院里调养一年后，转

交给牧民领养。就这样，王志强被养父玉

力格图收养。他后来听人说起，当年养父

解开胸前的扣子，把不到两岁大的他搂

入怀里，另一只手勒紧缰绳，骑马把他带

回了家。

王志强的养父玉力格图与养母关俊茹

在包头相识、结婚，1954 年来到锡林浩特

市生活。养母在供销社上班，时常会积攒一

些饼干带回家，王志强形容，自己从小是吃

着“牛奶泡饼干”长大的。

身体养得越来越强壮的王志强很调

皮。玉力格图当时是锡林郭勒盟水利工作

队队长，在锡林河畔修建水库时，为了方

便工人休息，就地搭建了帐篷，王志强拿

石头把帐篷的玻璃打碎了。“父亲知道

后，要教训我，母亲就趴在我身上挡

着。”王志强回忆道，那时大家都说，“强

子，你母亲对你真好啊！”

跨越时空的恩情、亲情接续

认亲后，王志强片刻没闲着，被邀请到

各家各户吃家宴，餐桌上的话题不经意间

就会回到“过去”，他向家人讲述着儿时的

一幕幕，称自己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长

大，“小时候没受过一点儿苦”。

在一次次交谈中，王志强和亲人了解

彼此过去的生活，知晓了内蒙古、江苏的风

土人情、风俗习惯，共享亲情之乐。

1 月 13 日，老家的孙女带着王志强和

乌兰游览了天宁禅寺、青果巷等常州著名

景点，他们还在老家完成了祭祖仪式。

之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崔

文炳烧了一桌地道的常州菜，王志强又加

了一道内蒙古美食蒸奶豆腐，把带来的内

蒙古特产牛肉干、蒙古奶糖分给大家吃。

一家人吃菜、畅谈、欢笑，许下了一个约

定，“待到 7 月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再

相聚”。

1月 16日，王志强和乌兰返回了锡林

浩特，他们着急回家照顾孙子，置办年

货。在内蒙古生活了 60 多年，王志强在

草原上长大、结婚、生子，他早已成了内

蒙古人，王志强说，“认了亲，我也不会

改名，养育之恩大于天，我们一家人还要

继续留在内蒙古生活”。

连日来，相继认亲成功的消息，带给乌

达木和同事们无限的力量，成为他们继续

做好工作的动力。乌达木把最近从宜兴带

回的 30多份血样，与已收集到的 129位寻

亲人员 DNA 进行比对分析，“相信很快又

会有团圆的好消息”。

目前，锡林郭勒盟公

安局已经帮助 11位“国家

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乌达

木说：“我们会坚持找下

去，让刑事技术手段为群

众服务，为他们圆梦。”

跨越64年“国家的孩子”回家了

记者手记

20世纪60年代初，在党和政府关怀下，3000多名孤幼儿从上海、江苏等地被送到内蒙古自治区，
在草原牧民抚养下长大，写就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一段历史，他们因此被称为“国家的孩子”。

如今，他们大多已年过花甲，“知其所来”的愿望愈发强烈，与亲人团圆的机会也愈加宝贵。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通过采集血样，比对DNA数据，帮助他们找到亲人，续写着又一段恩情与亲情
相融的佳话。

1月 10日，苏和在锡林浩特市的家中翻看“国

家的孩子”相关书籍。

1月 12日，在江苏常州崔家村，王志强的侄子崔山佳对比王志强和其生父

的照片。

1月 12日，认亲仪式在东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王志强和哥哥、

姐姐话家常。

1月 12日，王志强和爱人乌兰在崔家看已故父亲的照片。

1月 12日，王志强见到阔别64年之久的姐姐崔留珍，他们紧紧相拥，喜极而泣。 本版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摄

1月 12日，寻亲志愿者和王志强的家人向他介绍家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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