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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罗舒静

又一年春节至。亿万个家庭的团圆故事，总在这样的日子里上演——
腊月廿八，杨风敬跨越1000余公里，从山东赶到台州路桥见到了失散37载的

父母，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的画面令人动容；
正月初二，66岁的冯金龙从山西赶到江苏常熟与哥哥平阿雷、平阿宝团聚；
……
在这些喜悦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身影：在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

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的帮助下，这个春节，先后有7名寻亲者与失散的家
人团聚。

而对于柯伟力来说，春节却并不是一个“团聚”的日子。直到正月初六早上，
他才有时间为妻儿做了一顿“爱心早餐”，次日晚上才和一大家子人吃上“年夜
饭”。自2021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以来，每年春节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刻。

总怕“来不及”

距离春节还有一周，记者在台州路桥“团

圆工作室”见到了有些憔悴的柯伟力。他刚

熬完一个夜班，红血丝布满眼球。

“回家”，是春节最重要的仪式；而春节前

这一个月，也成为“团圆工作室”最忙碌的日

子。“我们总想着，让更多家庭能在这个中国

人最重要的日子里，迎来团聚。”

就在前一天，柯伟力帮一名山东德州的

女孩子，找到了宁波宁海的亲生父母。

女孩的养父去年确诊癌症后，告知女孩

的身世，并将保留完好的收养手续和证件一

并交给女孩，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当年，女孩满月之时，被亲生父母送到宁海福

利院，很快被德州一对夫妻收养。

“柯警官，养父母对我很好，我不想让他

带着遗憾离开，希望你能帮帮我。”收到女孩

信息，柯伟力又一次红了眼眶。

有人问过柯伟力：寻亲这三年，你哭过多

少次？柯伟力也很坦诚：挺多的，有感动，有

感慨，但更多的是被莫名地“击中”。

有人，失散长达77年；有人，找到家时母亲

已经98周岁；有人，怎么也不肯砍掉门前的那

棵皂角树，就怕孩子回家时找不到家的方向；走

丢了二十多年的儿子，终于又牵到了妈妈的手，

他说：“有妈妈的城市，空气都是香的”……

台州椒江的寻亲者陈绍华，找到了弟弟

妹妹，但父母已经过世。后来他才知道，寻亲

途中，自己曾见过父亲一面，可惜照面不识。

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柯伟力总是很唏嘘，

愈发感受到肩头重担。有些寻亲者不会直接

追问进度，而是每天发来问候短信，他将这些

当作督促，因为他怕“来不及”。

一条又一条“拜年短信”

还有一种来不及，是还来不及陪伴，儿子

就长大了。

“伟力，春节哪几天能休息，我们带儿子

去龙门石窟？”柯伟力看着妻子发来的消息，

翻开值班表盘算起来：除夕到正月初一要值

班，后面还有好几场认亲要组织。思来想去，

他只能回复妻子：“可能时间凑不上呢……”

这几年，妻子已经习惯了柯伟力的工作节奏，

也早有心理准备，“‘名气’越大，担子越重”。

上班时间，他要忙法医的本职工作，回复

寻亲者消息、电话，只能放在下班时间里；组

织寻亲者会面，更是只能放在周末和节日，特

别是春节，万家团圆的日子是寻亲的重要时

间节点。

而这，也意味着会挤压他和家人“团圆”

的时间。

“我儿子喜欢历史、博物馆，我都会做好攻

略，抽时间陪他去。不过现在确实很少有机会

有一段长时间的假期陪伴他。”儿子“生气”起

来，也曾说：家里有你没你好像差别不大。

这一回“爽约”，又换来了儿子的新称呼

——“不靠谱老爸”。好在，“抱怨”归“抱怨”，

妻儿始终很支持他的工作，“龙门石窟我们下

次再一起去，这回我和儿子先去南京短途

游。”

除夕当晚，柯伟力和值班民警一起收看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期间微信不断响起提示

音——

“柯警官，谢谢你帮我找到家，新年快

乐！”

“在我失去家人后，感到非常孤独和无

助，你们的出现，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谢谢

你帮我找到爸爸妈妈。祝您新年快乐，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

“柯警官，您如果来河北出差，欢迎来我

家作客！”

……

一条条来自寻亲者的新年问候，让柯伟

力感受到了别样的幸福，“看见这些消息，我

能真切感受到团圆对于家庭的意义，那不仅

仅是物理上的在一起，更是血脉亲情的再一

次重逢和缔结。”

保险箱里的“秘密”

在妻儿外出旅游的这个春节，柯伟力一

刻也没闲着，翻阅他的笔记本，行程安排得满

满当当——

2月9日、10日，单位值班，梳理寻亲血

样、开展寻亲比对工作；

2月13日，安排山西潞城的弟弟王云生

和江苏宜兴的姐姐蒋哲英、哥哥蒋哲年团圆；

2月14日，晚上9点半，台州火车站接妻

子和儿子；

2月15日，给山东莱芜的张务彬和江苏

扬州的陈太华、陈秀萍开展线上认亲……

每每见证这些团聚时刻，柯伟力觉得，相

比小家的暂别，帮助其他家庭找回那“破碎”

的一片，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三年时间，柯伟力微信的“寻亲”标签里，

显示已有1078人。

“有没有想过，停下来缓一缓？”柯伟力沉

默了几秒钟，“三年时间，我们成功为400多

户家庭团聚，可这背后是数量更多、还没找到

亲人的家庭。我们有技术、有手段、有数据

库，如果我们停了，他们要去找谁？”

每一名离乡游子，家乡的“根”都是他们

心底最深的归依。

去年8月，柯伟力接到一个特别委托，黄

伟弟5岁时被人从广西玉林拐到了广东。尽

管记忆模糊，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世，

一直计划着长大后寻亲。

在黄伟弟家了解情况时，对方突然起身，

当着柯伟力的面，打开保险箱，取出一张斑驳

合影，“这是30年前我被拐卖后，在养父母家

拍的第一张合影。我想，30年过去，亲生父

母见到我，可能已经认不出了，可我小时候的

样子他们一定还记得！”

柯伟力从对方手中接过照片，忍了又忍，

眼泪还是掉下来。“当他从保险箱小心翼翼取

出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停下

来。家的意义、团圆的意义，在他们身上

才更能体现……”

正月初三，山西的李增荣（左三)赶到江苏和兄妹蔡保根、蔡和妹(左四、左一）团圆。

正月初二，66岁的冯金龙从山西赶到江

苏常熟与哥哥团聚。

黄伟弟从保险箱小心翼翼拿出一张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