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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元宵节，千家万户大团圆。今年，浙江可以享受这份团圆的家庭又多了835户。

2021 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并被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内容。两年来，通过浙江

公安的努力，已有1714个家庭破镜重圆。

这份团圆背后，藏着浙江近千名民警的努力，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徐

星亮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他和战友们竭尽全力，帮助29个离散家庭成功团聚。

元宵节前，本报记者跟随徐星亮的寻亲路，重访 3 个已经团圆的

失散家庭，见证并分享他们的团圆。

40年来的第一个“团圆节”，他们这样过40年来的第一个“团圆节”，他们这样过

和妹妹躲在被窝里聊聊天

在“丢了小女儿”整整 40 年后，2022 年 8 月 2 日，在徐

星亮的帮助下，常山县青石镇的郑氏夫妇终于和孩子

——家住福建省莆田市的李丽春相认。

“之前我就经常听母亲说，还有一个妹妹没有找

到。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和妹妹一起躲在被窝

里，捂得手脚热乎乎的，说着悄悄话。”二女儿郑小仙说，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寻亲成功的当晚，郑小仙和

李丽春就裹着同一条被子，彻夜长谈。

全家团圆时，姐妹俩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烧菜做饭给爸爸妈

妈吃。郑小仙说：“这也是我心心念念想做的。”

今年的元宵节，郑小仙早早想好了给妹妹的元宵礼物。“妹妹回福建了，我

们准备了衢州特产⋯⋯”她拿出邮寄的纸箱子，父亲挑拣出家中品相最好的常

山胡柚，母亲则拿出几把象征着团圆的常山贡面，把思念和祝福都装了进去。

造一个属于五兄妹的房子

父亲生前用过的军用水壶、皮带、闹钟、军帽、喜报⋯⋯

这些被时光打上烙印的老物件，不仅是常山县招贤镇兰家

的“宝贝”，也是徐星亮在帮助兰家寻亲的重要线索之一。

去年 9 月，柯城警方通过 DNA比对，确认家住衢江

区云溪乡的吴女士就是兰家几名兄姐一直在寻找的亲

妹妹。

那个中秋，是吴女士和亲人团圆后的第一个中秋。饭

桌上的那份八宝饭，也是吴女士这么多年来吃得最香甜的

一碗。说起家人团圆后最想做的事，哥哥兰鸿惠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造一个属于我们五兄妹的房子，大家住在一起，就像

那份八宝饭中的糯米一样，永远黏黏糯糯、团团圆圆。”

说到更近的心愿，兰鸿惠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我们兄弟姐妹都说好

了，今年元宵的烟花大会，全家人一起去看！”

拍一张全家福

常山县东案乡的江大姐永远不会忘记 2022 年 1

月 25 日这一天。那天，江大姐和老伴见到了自己苦

苦寻觅39年的双胞胎女儿。“爸爸，妈妈！”陈玉聪和

方建英从福建驱车十几个小时赶到衢州，亲人相聚

的那一刻，泪如雨下。

团聚后不久，方建英就给父母亲寄来了两块寓意

平安顺意的玉石。江大姐收到后，一直将玉石挂在胸前

舍不得摘下，“戴着它，就感觉她们陪在我身边。”江大姐说。

说起生活的变化，江大姐高兴地带着我们参观新装修的房子，“原来老

家都没怎么装修，现在女儿找到了，把老家都装修了，希望两个女儿如果回

来可以方便居住。”

“团聚后，最想的就是我们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现在这个梦想也实现

了。”弟弟郑胜说，今年两个姐姐都在外地过元宵，他们准备以云视频的形式

共度这个佳节。“以前每逢过年过节，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想到还有两

个双胞胎姐姐失散在外。现在好了，想姐姐了，手机视频通话就能看见。”

2021年1月，公安部刑侦局部署开展“团圆”行动。在此之前，为了让这些

离散家庭团圆，警方一直在努力，从未停下脚步。

2009年，公安部部署打拐行动，并正式建立“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

踪儿童DNA数据库”。在这个“国家寻亲平台”上，成千上万的信息自动检索比

对，重合的信息会跳出来，这一过程叫“信息盲比”。

在2021的“团圆”行动中，公安部通过新闻媒体集中发布了全国3000多个

“团圆”行动免费采血点地址、电话，不断扩大数据库。

“以前，像那些失散几十年的家庭，想要成功寻亲是不敢想象的。”浙江省公

安厅“团圆”行动相关负责人表示，但现在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数据分析比对

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尘封的线索被慢慢揭开。

两年来，浙江公安已经帮助1714个家庭“团圆”。如果说，刑事科学技术在

这场寻亲总动员中作出了贡献，那么，全省近千名投入“团圆”行动的民警，在打

拐、寻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值得被看见。

“新技术有可能提供线索，但不会告诉你答案。”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

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每每在承接寻亲请求后，都会与寻亲者

谈心。

2021 年 8 月，已经寻亲 13 年的李峰（化

名）找到了柯伟力。交谈中，李峰说小时候吃

过的一种黄色糍粑让他印象深刻。柯伟力他

们立刻买来全国各地的黄糍粑，当吃到贵州

的糍粑时，李峰一脸激动。顺着这条线索，柯

伟力联系贵州的数据库进行DNA比对，几个

月后，成功为李峰寻找到失联已久的家人。

“但凡有一丝线索，我都要替他们找下去，

找到山穷水尽，也要求个柳暗花明。”如今，柯伟

力领衔成立的“团圆工作室”，已经累计帮助

249名寻亲人找到亲人。

这两年，因为寻亲，浙江多地民

警都在全国“出了名”。

2022 年底，一则“民警帮 73 个

家庭团聚”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一对失散 30 年的父女成功相认，

视频里，找回女儿的应大伯放声大

哭，并与一名民警紧紧相拥，不停

道谢。

这名民警叫商朝阳，是嵊州市公安局“和合”寻亲工作室的负责人。和柯伟

力的“谈心”习惯不同，商朝阳的习惯是为每个寻亲人“建档”——500多份档案

上，除了基本信息，还有DNA比对结果和调查进展。

这个放档案的箱子就放在商朝阳的车上，为的是随时能看、能研判。即

使如此，他仍觉得不够快。2021 年，曾有名寻亲者向他求助，半年后 DNA 比

对有了结果，但还是迟了，寻亲者的父亲刚好三个月前去世。一次失之交臂，

便是生离死别，“能快点就快点，有时候他们等不起。”商朝阳愈发觉得自己责

任重大。

像这样的“寻亲圆梦人”，全省还有很多——被称为“寻人总司令”的杭州刑

警隋永辉，为101名儿童找到原生家庭成员的宁波刑警胡烨磊，找回被拐、失踪

人员246人的温州刑警孙添⋯⋯

对于那些一直在路上的寻亲家庭而言，这些民警的名字就代表着一个又一

个“希望”。

今年元宵节前，60岁的陈大伯通过柯伟力找到了家人。“寻亲三十载，梦里

常出现故乡和亲人的模糊画面，寻亲寻到魔怔⋯⋯”拿到DNA鉴定报告的那一

天，陈大伯放声大哭，“我也有家啦！”

“团圆行动”圆了团聚梦

姐姐的心愿：

哥哥的心愿：

弟弟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