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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赵敏） 昨天上午7点，从河南来的
张大爷在民警的搀扶下，踏上了返程的列车。虽然说话有着浓重的地
方口音，但记者仍听出了他发自肺腑的感谢之情。

事情得从前天下午说起。当天下午3点多，正在铁路宁波站候车
室外执勤的民警陈凯强接到了一名老年乘客的求助。“那里面有长凳，
我晚上能不能进去过一夜，明天一大早就走？”老人指着候车室里面，恳
切地问陈警官。

“晚上要清场的，里面不能留人。”陈警官一边说，一边接过了他的
火车票。一看，是次日早上7点多发往安康的。再一看他的身份证，也
是张临时证件。从身份证信息上看，老人姓张，今年71岁，是河南人。
老人说话还算利索，但视力似乎不太好。

陈警官告诉他，南广场旁边有很多小旅馆，可以过去先住一晚。
但张大爷说：“我身上没钱了，火车票都是你们给买的。”陈警官仔细
一问，原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找民警求助了：就在一个小时前，他
找到值勤的黄琳婕警官，好心女警慷慨解囊，给了他两百多元买了一
张火车票。

身上没钱，身份证也没有，又是外地老人，难道是流浪人员？虽然
地方口音有些重，但陈警官还是大概听清楚了：张大爷今年在宁波打工
了四五个月，之后就回老家了，这次是来结工钱的。但没有找到工头，

自己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到火车站来，徘徊了好久，
最后鼓起勇气向民警寻求帮助，没想到一位女民警还真的给他钱买了
一张票。

陈警官想到，如果让老人露宿广场也不是个事儿。他就好事做到
底，带着张大爷来到了南广场旁边的一家旅馆，准备自掏腰包，让老人
先住上一晚。不过，得知事情原委后，旅馆老板坚持不收钱，“你们也是
做好事，怎么能让你们个人掏钱呢。”

最后，老板给老人安置了一间房，帮他把行李搬了进去。当时是下
午4点多，距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陈警官坚持出了20元钱，委托
老板晚上买一份饭给张大爷送去，老板答应了。“那个老板人也蛮好的，
我们这么做是职责所在，他完全是不计得失。”陈警官说。

昨天，记者了解到，这家旅馆名叫兰卡旅馆，老板是雷明君。当记
者问及此事时，他说，“谁出门在外不遇到点麻烦呢，再说，现在是淡季，
房间空着也是空着，没什么的。”雷先生说，当晚他买好饭后，老人就一
直没有出门，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陈警官才过来将老人接走。

“都是好人啊，两个警察，一个老板。要不是他们，我没钱回家不
说，还可能在街上讨钱讨饭去了。”张大爷说，过段时间他可能再和家人
来宁波领工资，到时候一定上门来感谢好心人，“钱也要还给他们，不能
让好心人吃亏啊。”

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牛伟 史黄亮） “感谢民警同志，要
不是你们，我到现在还是个没有‘身份’的人呢！”前天上午，余姚市四明
山镇大山村村民唐先生带着妻子刘女士特意来到四明山派出所，向该
所民警送上一面锦旗，感谢民警克服困难，帮刘女士找回丢失23年的

“身份”。
事情还要从今年8月3日说起。当天上午，唐先生和刘女士来到四

明山派出所，想补办一张刘女士的身份证。民警一查却犯了难，原来，
刘女士老家在四川，1994年远嫁到大山村之后生活了23年，既没有离
开过大山，也没有与老家联系过，身份证也遗失了。最近，村里给村民
们办理社保，没有身份证的刘女士不能办理，因此想到派出所补办。

民警通过查询刘女士的户籍资料发现，她不仅没有身份信息，就连
自己的准确姓名都记不清，只确定自己是四川省达州市陈家乡人。由

于历史原因，当年她远嫁到余姚之后，并没有办理户籍迁移。
查不到刘女士的户籍资料，民警认为她属于身份不明人员，并不符

合补办身份证的条件。民警初步判断，刘女士的户籍应该还在四川老
家，如果办理余姚本地社保的话，可以先将户籍从四川迁至余姚市。

然而，更复杂的情况又出现了。由于刘女士无法提供明确的姓名
和身份信息，民警无法通过人口系统查询她的户籍所在地，而刘女士早
已忘记老家所在地情况，导致无法办理户口迁移。

得知刘女士的情况后，民警并没有放弃查找。通过细问刘女士老
家的家人情况，终于得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刘女士还有一个哥哥，
但哥哥的姓名她也不记得了。

“20多年过去了，这些乡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化。”民警帮忙联
系了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了解到达州市达川区的确有个地方叫陈家
乡。就在民警准备联系当地派出所时，却发现陈家乡有多个行政村，这
些行政村是由多个自然村所组成的。警方判断，刘女士也在其中一个
自然村。

之后，警方设法从网上找到每个村委会的联系方式，再逐一去电查
找。与此同时，也从走失人群信息中查寻蛛丝马迹。很快，当地佛宝村
传来消息，一名刘姓男子的妹妹曾在20多年前走失，但不能确定刘女
士就是。

通过联系各个村民小组，警方历经半月时间查询，终于等到消息，
那名刘姓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女士的哥哥。经当地警方确认，刘姓男
子与刘女士的家人身份吻合。

由于失联了20多年，刘女士在老家的户籍也已被注销，需要重新
补办。最终在警方的努力下，“丢失身份”的刘女士终于找回了自己。

四川女子离家23年“丢”了户籍信息
民警一个村一个村打电话帮忙核实补办

民警出钱给他买票，旅店免收住宿费用
想回老家的大爷说：“我碰到的都是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