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琦 刘少杰
记者 江跃中）日前，在上海虹桥火
车站，一名进站乘车的女子因被质

疑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外貌相差较
大，谎称是因为成功减肥 40?所

致，且其无法说清身份证上所写的
地址。后经民警查实，这名女子系冒

用他人身份证乘火车。
11月 29日下午 1时多，虹桥

站人工验票柜台工作人员在验票时

发现有旅客人、证不符，便通知车站

民警。民警立即到场处置。面对质

疑，这名女子先是称自己减肥 40

?，所以和身份证上的照片长相不

符；而当民警让其说出身份证上的
地址时，她又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后来，这名陈姓旅客承认，自己
的身份证被父亲拿走用于驾照扣分

事宜，便借用了合租室友邓某的身

份证购买高铁票，准备当日回湖北
老家，不料在火车站实名验证口被

工作人员拦下。
最终，上海铁路警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

条相关规定，对陈某作出行政罚款

200元的处罚。

    在扬州

路上，有一
家生意不错

的旧棉花胎
翻新小店。

小店里除了
有一台轧旧

棉花胎的简

易机器外，
其 他 如 拉

线、铺胎、压
胎、滚边等

全是手工操
作。如今，手

工操作做棉花胎已

不多见了。
种楠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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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信息打开心结
“我看到网上有人发布‘寻人信息’，感觉

像是你的长辈，你看看……”12月 4日上午，

张先生的父亲张老伯突然收到一条微信，点
开一看，激动不已。“泖港镇”“抗美援朝”“英

烈”……这些细节，似乎都在对应着之前家族
当中远赴朝鲜作战并牺牲的英烈张堂根。

张老伯马上叫来儿子，张先生看了许久，

也觉得“越看越像”。“我发现‘寻人信息’里写
着烈士的名字叫张堂根（1934-1951），1951

年 10月牺牲。听我的爷爷说，小爷爷 17岁参
军，由于个子高，当了护旗手，牺牲的时候才

18岁左右。”
张先生回忆，1951年 10月，年轻的张堂

根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著名的粉碎敌人秋季
攻势的“金城战役”。那场战役当中，牺牲了

20位志愿军战士，张堂根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小爷爷牺牲后，镇里、村里都来慰

问过，追悼会也开过。后来，包括补贴什么的，
也一直发到我太奶奶的手里。”不过，张先生

和家人却始终有个“心结”：没有地方去祭扫
先人。

当天下午 2时许，张先生和张老伯来到
松江烈士陵园。在园方指引下，他们找到了张

堂根的石碑。此时，两人的情绪再也压抑不
住，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既靠努力也讲缘分
张先生一家能够找到英烈先人，这背后

离不开松江烈士陵园方面付出的努力。

松江烈士陵园园长卫琳告诉记者：“1993

年，我们在一块墓碑上统一刻了 80位烈士的

名字；直到 2011年，我们给每位烈士都立了
块碑。”

不过，碑是立了，家属却并不知晓。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卫琳想到通过网络的

力量发起“特殊的寻亲”。“今年 4月份，我们

第一次开启‘寻找烈士后人’项目，分别通过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 14条寻人信息，已经

找到 9位烈士的家属。”

卫琳欣喜地表示，寻人也要讲“缘分”。
“比如，有一条信息经‘上海松江’发布后，仅

仅过了两个小时，后台就有市民留言，随后
就找到了家属；还有一次，通过几个微信群

的接力‘转发’，也很快找到了人。”卫琳说，
目前最长的一次寻人周期，还没有超过 72

个小时。

渐渐地，卫琳摸到了“窍门”：“通过村务
公开站、QQ群、工作群、微信群等线上形式，

我们先确定一个‘大致方向’，再由线下基层
的老党员、老同志等不懈地排摸、查找，这样

效率最高。”
不过，卫琳也一直有个“心结”：松江籍的

抗美援朝烈士有 80位，目前仍有将近一半无
家属前来认领。“我们衷心希望，能够借助《新

民晚报》这个平台，为‘寻亲’助一份力。但凡
有家属看到报道，可到位于联络路的松江烈

士陵园来看看。”卫琳说。
本报记者 徐驰

“小爷爷，我们来看您了……”
“?上+?下”模式让更多抗美援朝英烈后人找到亲人

近日，通过一条朋友发来的微信消息，张先生一家得知当年参
加抗美援朝并牺牲的亲人，就葬在松江烈士陵园。当天下午，张先生
就带着老父亲一同前往祭拜。“小爷爷，我们来看您了……”这一刻，
他们等了半个多世纪。

冒用身份证谎称“减肥40斤”
一女子在虹桥火车站露出马脚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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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想一个 4 岁孩童与家人走

散，他（她）会怎么做？眼下，这位 4

岁萌娃给了教科书级别的答案。

男孩独自进入轨交站
轨交 8号线陆家浜路站内的监

控录像显示，11 月 27 日晚上 6 时

许，一名身穿厚羽绒服的小男孩晃
晃悠悠从 3号出入口走进轨交站，

径直穿过闸机进入站台内。旁人见
他周围没有家人陪同，便将他带去

轨交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上通知轨
交站内民警，民警潘瑞华赶到现场，

得知小男孩是要找奶奶，便将他带

往值班室。

“这小囡不一般，哈老嘎”

谈及对那名孩子的第一印象，
潘警官形容“孩子脑袋圆乎乎，眼睛

亮亮的，很是清秀”。他连连感叹：
“这小囡不一般，哈老嘎。”

原来，面对众人询问，孩子既不
哭也不闹，神色淡定，还伸出手指介

绍说自己今年 4岁。潘警官问他：

“是不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呀？”没
想到萌娃反问了一句：“不然呢？”让

潘警官哭笑不得。面对民警叔叔的

询问，小男孩无法说清家人的联系

方式，只是强调和家人在附近超市
走散，并强调“家住在九亭，房子老

大老大的”。潘警官说，距离轨交站
3号口 100米左右，的确有一家大

型超市，他也诧异那么小的孩子怎
么会“摸”到轨交站求助的。

另外，小男孩还说了一个细节

令潘警官印象深刻，他说自己的爸
爸姓“柴”，还特地来了一句：“那个字

下面是个‘木’，木头的那个‘木’。”
根据小男孩提供的信息，民警

联系保安人员，前往超市打听。
当班站长吴一凡感慨，轨交 8

号线作为人流大站，时常发生孩子

与家人走失的情况。大部分孩子不
是大哭，就是完全愣住，吓得不会说

话。“看着这个孩子那么淡定，反倒
是显得我们有点紧张了。”

陪同的轨交工作人员和民警给
小男孩拿来了酸奶和零食。吴一凡

说，那个萌娃特别有意思，自己吃饱

了，还要把这些零食带回家吃。“我
们逗那孩子，既然拿了那么多好吃

的，晚上跟我们回家。”萌娃使劲摇
头说“不行”。“那你怎么愿意跟我们

来办公室，还拿东西吃呀？”萌娃笑
眯眯来了一句：“因为警察叔叔在

呀。”这一番答复让众人乐翻了，连

连夸他“真棒”。

家人赶到领回小萌娃
不久，这名男孩的父亲和奶奶

焦急地赶到了轨交站。最终，一家人

在值班室团聚。萌娃的奶奶说，孙子
素来调皮，当时在超市里跑来跑去，

眼睛一眨就没了踪影。
临别时，民警和轨交人员都夸

小男孩“厉害”，懂得寻求外力帮忙。

不过，在此还是要提醒家长，务必看
好同行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离开自

己的视线范围。 本报记者 季晟祯

4岁萌娃“摸”进轨交站求助民警
众人点赞：男孩与家人走散后相当淡定，还主动提供“小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