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军良在等最高法对人贩子张维
平、周容平的死刑复核。

2021年12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
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张维平、周容
平死刑，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陈寿
碧有期徒刑十年。

上述5人，让曾经是广州某工厂高
管的山东汉子申军良，经历了人世间最
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

他15年寻子经历，被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在内的众多媒体广泛关注，时
常见诸报端，刷屏网络。申军良成了名
人，他和同案其他8个被拐孩子家庭的
遭遇，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申军良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2020年 3月，他被拐15年的儿子

小申被找到，并回到他身边。而该案被
拐9人中，仍有3人至今未能被寻回。

2022年 4月 27日，距封面新闻上
线6周年还有一周时间，申军良再次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聊
到儿子回家后的生活和学习状况，他
说，“挺好”。

谈及“梅姨”时，申军良非常肯定地
说，“此人一定存在，我相信警方一定能
抓到她。”

他也根据经验，向其他寻亲家庭提
出自己的建议：“一定要保留好寻亲路
上的花费票据，将来向法院提起民事赔
偿时需要。”

谈家庭现状：
尽量学着做广东菜

儿子喜欢吃他妈妈做的糖醋鱼

2020年3月7日，在广州警方的艰
辛努力下，寻子15年的申军良，终于见
到了被拐15年的儿子。

“1米7左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
喜欢运动。”这是当时见完孩子后，申军
良给媒体的回复。

这些年来，为了寻找儿子，申军良
历尽艰难，从高管岗位上辞职，四处打
零工赚钱，还负债60多万元。“出租屋
里最好的家具是两张桌子”，但他的儿
子却感受到了亲生父母浓浓的爱，他选
择回到父母身边。

从广东回到山东，小申需要重新适
应新的环境，适应语言、学习气氛，甚至
需要重新规划人生目标。

而他还只是一个不满16岁，正上
初二的孩子。

在申军良和妻子以及好心人的建
议下，小申报考了职业学校，并选择动
物医学专业。

“他很善良，也喜欢小动物，对动物
医学感兴趣。”对于儿子的专业，申军良
很满意。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孩子的学
校在潍坊，而家在济南。刚回家团聚不
到一年，儿子又要远赴潍坊上学，这让申
军良心里有些难受，“不能每天陪着他”。

“只能周末去接他回来，周一早课
前赶着送回学校。”申军良说，他和妻子
尽量用周末的时间来弥补孩子这些年
来缺失的父爱母爱。两人尽量学着做
广东菜，让孩子多吃一些。

“我做得不好，他妈妈烧的菜要好
一些，孩子喜欢吃他妈妈做的糖醋鱼。”
他说，最近由于疫情原因，儿子已经一
个月没有回家，甚是想念。

谈寻找“梅姨”：
“抓住梅姨就差一点点”

“梅姨”男友回忆其自称“潘冬梅”

2021年12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
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张维平、周容
平死刑，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陈寿
碧有期徒刑十年。

上述5人，在2005年1月4日，到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庄某出
租屋，用胶带捆绑申军良妻子，抢走其
子，之后孩子被张维平以1.3万元的价
格贩卖。

2018年12月，在广州中院一审庭
审过程中，张维平供认，申军良之子是
通过中间人“梅姨”卖出去的。

为了找到“梅姨”，继而找到儿子，
申军良求助画像专家林宇辉为“梅姨”
画像，并拿着画像在广州增城区鸡公
山、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数度寻找。

2019年11月，申军良求助林宇辉
画出的“梅姨”第二版画像在网上热
传。记者曾赶往疑似“梅姨”租住过的
增城区鸡公山走访，当时当地多位住户
辨认后均称曾见过此人，但不知道名
字，只听大家都叫她“梅姨”。

对于画像，有的居民表示“很像”，
有的则称“脸部画得过圆，不太像”。不
过，大家都表示，“梅姨有点黑，身体有
点壮”。

由于年代久远，14年前租房给“梅
姨”的房东，没有登记“梅姨”的信息，无
法向警方和申军良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庭审现场，张维平还供述，曾跟“梅
姨”一起去过河源市紫金县一户农家，
男主人看起来跟“梅姨”关系不一般，应
该是男女朋友关系。

2019年 11月中旬，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在申军良的牵线联系下，
抵达该村采访。

60多岁的当事人王华（化名）向记
者介绍，其妻子离世得早，十四五年前，
的确谈过一个名叫“梅姨”的女朋友。

该女性系他一位亲戚从镇上领回
来的，自称是韶关人，“我没去过韶关，
不知道她是不是韶关口音，反正说话有
些听不懂。”

当时，据王华回忆，“梅姨”表现有

些异常，“穿着鲜艳，每次来家里住几天
或者一周就离开，有时带个小孩过来，
说是她孙子或者孙女，还没等家人跟小
孩混熟，第二天不打招呼又悄悄走了。”

“从来不给我们看她的身份证，自
称叫潘冬梅（音）。”王华说，“梅姨”来去
无踪，每次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从不
给家人沟通，只把他家当个暂住地。他
感觉不靠谱，断断续续交往两年后，“梅
姨”没打招呼就离开，他也没去找过。

“梅姨”究竟是谁？有没有此人？
她在哪里？截至目前，这仍然是个谜，
广州警方也正在进一步加紧追查。申
军良对此抱有信心，他认为，通过张维
平的供认、鸡公山众多居民的回忆，以
及“梅姨”男友王华的讲述，他确定“梅
姨”此人真实存在，且距离被警方抓获，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支招寻亲家庭：
抱定孩子能找回的信心

保留好寻亲过程中的支出票据

2022年4月27日，在采访结束前，
申军良补充说，希望能通过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给正在寻亲的其他家庭提
个建议。

他说，孩子找回来后，他向法院提
起了48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广东省高
院最终支持了39.5万元的民事赔偿。

“说实话，我非常感谢广东省高院
的公正判决，以前的拐卖案，支持民事
赔偿的非常少，这次不仅支持，还给了
我和妻子心理上最大的宽慰。”他说，如
果这笔钱拿到手，他的压力会减轻很
多，目前他还欠着60多万元的债务，妻
子做保洁，一个月不到2000元工资，他
晚上做代驾，收入也不高。

他建议其他仍在寻亲的家属，将来
提起民事赔偿时，一定要提交自己寻亲
支出的直接证据，“也就是寻亲的票据，
不然无凭无据，可能得不到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郝莹 张奕丹李佳雨

申军良资料图 图据申军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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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玉米案”
当事人王力军被改判无罪，已经过去了
5年。5月2日，王力军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再过几天就是给辣

椒铺苗的日子，最近他和妻子正忙着给
土地铺塑料膜，做一些准备工作。除了
自己种植，他也和当地的农民签订单，
做辣椒生意。

王力军系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
包镇永胜村农民，2016年4月15日，因
无证收购玉米，王力军被临河区人民法
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当年，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以《探访贩卖玉米获
罪农民：干这行的上千人都没有证啊》
为标题，在全国率先报道此案，引发广
泛关注。

2017年2月17日，巴彦淖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
指令，对原审被告人王力军非法经营案

进行再审后，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
王力军无罪。

2017年全国两会，王力军案被写
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指
出，依法再审改判王力军无证收购玉
米案无罪，保障广大农民放心从事粮
食收购，促进农产品流通。同时，最高
法在附件中进一步解释，指令再审该
案并改判，对于明确非法经营罪界限，
防止非法经营罪扩张滥用，促进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王力军案也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
程十大案件”。

王力军说，因贩卖玉米获刑的那几
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的报道给他带来了很大的

帮助。改判无罪后，他重新开始贩卖玉
米，后考虑卖辣椒更稳定，又改做辣椒
生意。王力军介绍，今年他和当地几百
户村民合作，种植辣椒1800多亩，“前
年辣椒滞销，去年行情不错，今年应该
也还可以。”

王力军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仍然
时不时有人找到他，向他咨询法律问
题，“前两天有一个人从黑龙江找到我
家来，我把他推荐给了记者。2018年、
2019年的时候，每年都有几十个人来
村里找我，最近两年变少了，但每年也
有两三个。”王力军表示，他自己不懂法
律，有人找来咨询，他会根据情况向他
们推荐律师，提供一些帮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奕丹

王力军资料图。梁波 摄

内蒙古“玉米案”当事人王力军：

最困难时得到封面新闻关注
改判无罪后和村民做起辣椒生意

寻子父亲申军良：

抓住“梅姨”就差一点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