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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求 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北川妈妈”成兴凤每年都会给儿子
贺川写三封信，她把信做成横幅，挂在北
川老县城景家山崩塌遗址上。15年间，
成兴凤挂的横幅已超过40条，而她的故
事也让众多网友关注和动容。横幅上的
电话号码“151××××6709”，也像暗语
一般，成为这位妈妈的特别印记。

“当时整个人都急懵了……”1月9日
中午，成兴凤联系到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 闻 记 者 寻 求 帮 助 。 她 介 绍 ，

“151××××6709”是儿子贺川生前使
用过的号码，也是儿子留给她为数不多
的遗物之一，已经被她小心保留了15
年。9日上午，她突然发现这个电话号码
已经被收回并被一个陌生人注册。

收到成兴凤的求助后，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多方联系，终于找到
了新注册该号码的用户徐兴文。9日下
午6点，在三台县鲁班镇的营业厅，徐兴
文将号码过户给了成兴凤，让这位母亲
的思念得以再次延续。

儿子遗物“丢失”
“北川妈妈”急得“人都懵了”

2023年农历七月十三，贺川生日。
像过去15年一样，成兴凤将“儿子，妈妈
好想你”的横幅，挂在北川老县城景家山
崩塌遗址的乱石上。每年“5·12”纪念
日、贺川生日、春节前，成兴凤要悬挂三
次横幅，向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

中离世的儿子说说家里的变化，表达思
念。横幅结尾，总会有一个电话号码

“151××××6709”。
1月9日，成兴凤告诉记者，地震发

生时，已经读高中的贺川有一个“棒棒
机”（四川话，意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
的传统手机），151开头的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贺川曾经使用过的。

“旧卡已经有20多年了，贺川罹难
后，我又保存了15年。”成兴凤说，这个
电话号码是儿子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寄托了她的思念。

9日上午，成兴凤有事要联系朋友，

使用前几年注册的新号拨打电话没人
接，她换用了“151××××6709”的电话
卡，却发现旧卡已经无法再拨打电话。

起初，她以为是没有电话费了，赶
紧跑到北川永昌镇上的营业厅充值。
查询话费的营业员告诉成兴凤，卡里面
还有电话费，可以不用充值。

有话费为啥打不了电话？成兴凤在
营业员的帮助下，查询发现这个号码在
2023年11月28日，被一个叫徐兴文的人
在三台县鲁班镇一家营业厅注册。进一
步查询，发现是旧卡欠费3个月，按照规
定已经被运营商收回，重新投向市场。

“当时整个人都急懵了，我以为卡
里面还有话费，觉得是自己太大意了，
很自责，心里也非常难受。”成兴凤说。

寻找“新号主”
短信诉情却显示“发送失败……”

“你可以联系一下徐兴文，如果他
愿意，按照规定可以过户给你。”回到家
中，营业厅工作人员的这句话，反复在
成兴凤的脑海里回响。

她忐忑地拿出电话，拨打了这个记
忆最深的号码。一次又一次，电话并没
有人接听。眼神已经不太好的成兴凤，
又吃力地敲着键盘，编辑了一条短信：

“你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我今天打电

话才知道我的电话被你申请用了，号码
是我儿子的，我儿子离开了我……这个
电话号码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勇气，是我
的精神寄托……”

点击发送后不久，系统显示“发送
失败，等待网络恢复……”

不甘心放弃的成兴凤，在等了一会
儿后又两次编辑短信，但系统仍然显示

“发送失败，等待网络恢复……”
怎么办？成兴凤想到寻求外界的

帮助，她打开手机微信联系人，给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发来求助信息。

号码失而复得
重庆大哥称是“举手之劳”

按照成兴凤提供的旧卡电话号码，
记者拨打过去。接电话的徐兴文并不是
四川口音，在听说了成兴凤的故事后，一
口答应可以把电话号码过户给她。

下午1点过，成兴凤听说徐兴文愿
意过户电话卡号后，又给徐兴文打电话
沟通。双方约定在三台县鲁班镇见
面。下午2点多，成兴凤带着身份证登
上了前往三台的汽车。

从北川永昌到三台鲁班，路程不算
近，走高速也需要两个多小时。

下午5点，成兴凤和徐兴文在鲁班
水库边见了面。徐兴文56岁，重庆人，
他说自己两个多月前来到三台干活，因
为要使用流量，就到鲁班镇去办理了一
张电话卡。当天上午他和四哥在水库
边干活，所以没有接到成兴凤的电话。

“听了你的故事，我和四哥都认为
必须帮忙，而这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举手
之劳。”徐兴文说。成兴凤则不断向徐
兴文的爽快表示感谢。

下午临近6点，鲁班镇营业厅工作
人员蒋女士快速帮助两人办理了号码
过户。卡里还剩下一些话费，成兴凤给
徐兴文补了100元，充到了他的重庆电
话号码上。

回程路上，成兴凤说，马上要过春
节了，这次再挂横幅时，她还能写上原
来的电话号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
龙 周洪攀

“妈，儿子回来了！”“孩子，让妈妈好
好看看你。”1月10日下午，来自吉林省
长春市的小高，在由绵阳公安、绵阳妇
联、长春公安、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的2024新年第一场团圆活动现场，见到
了自己的爷爷、母亲和妹妹。当亲人再
一次见面，一家人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37年前，还未满4岁的小高从绵阳
市安县（现安州区）黄土镇一幼儿园放
学后，因父母有事耽误了10分钟，他被
人用一块饼给骗走，随后被拐卖到吉林
省长春市。去年 12 月，公安机关经
DNA比对，确定小高系潘明春、李大凤
夫妇一直苦苦寻找的儿子潘珂。

父亲临终遗愿：一定要找到孩子

1987年3月24日，本是一个春暖花
开的日子，然而这天中午儿子失踪的消
息，让绵阳市安县（现安州区）黄土镇的
潘明春、李大凤夫妇犹遇晴天霹雳。

当天中午11点 30分左右，未满4
岁的潘珂从幼儿园放学。潘明春、李大

凤夫妇因家中有事耽误，于11点40分
赶到幼儿园接孩子时，学校门口根本没
有孩子的踪影。

“我们当时就慌了，立即四处寻
找。”李大凤说，他们当天找了很久，可
是孩子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后来，他们
才从一个街坊处了解到，孩子放学时，
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抱着潘珂，孩子

手里还拿着一块饼，街坊都以为是潘家
的亲戚帮着接孩子回家，就没有过问。

“在此后的5年里，我们到处寻找丢
失的儿子。”李大凤说，他们在警方的带
领下，先后前往安徽、江苏、福建多个省
份，“每当听说有被拐骗的四川小孩，我
们就会赶过去看看。”2009年，潘明春抑
郁成疾病倒在床，临终前，他紧握住李
大凤的手，反复交代一定要找到孩子，
让孩子到坟前看看自己。

绵阳长春两地警方助家人团圆

被拐到长春后取名小高的潘珂，直
到13岁时，才从表兄弟那里得知自己不
是家里的亲生孩子。“养父母当时承认
我不是亲生的，而是他们在湖南打工
时，见到路面没人要的小孩，才带回家
收养。”小高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哪里
的人，由于当时年龄小，就断了寻找亲
生父母的念头。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段小时候曾被
一个陌生男人带着坐了几天几夜火车的

场景。”小高说，他一直不知道这是真实
经历还是幻觉，30多年来，自己经常会在
半夜里被哭喊着找妈妈的噩梦惊醒。

5年前，小高与丽丽结了婚，这个秘
密他始终没有告诉丽丽。一直到2023
年 12月，小高终于将这个埋藏在心里
37年的秘密告诉了丽丽。得知小高身
世，丽丽鼓励他勇敢寻找自己的亲生父
母。当年12月10日，小高在妻子的陪
伴下，来到长春市公安局汽车开发区分
局采集了血样进入打拐库。

10天后，经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信息系统数据筛查和比对，潘明
春、李大凤夫妇与小高DNA数据高度吻
合。随即经跨省警务协作，绵阳公安胡
祥雨工作室、长春汽开分局警方再次分
别采集了李大凤与小高的生物样本。

最终，由两地公安机关DNA实验
室联合复核及亲子鉴定，证实吉林省长
春市人小高就是1987年潘明春、李大凤
夫妇失踪的孩子潘珂。

胡祥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周洪攀绵阳市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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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兴凤和徐兴文在营业厅办理号码过户手续。王祥龙 摄

成兴凤发给新号主的短信。成兴凤供图

认亲现场，潘珂和妈妈相拥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