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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失联 年
母亲思念成疾 27岁的Emma是一名会计，

也是一名幸福的宝妈。Emma
的爱人是军人，Emma生下宝宝
后，她爱人没法一直陪伴、照料
她。Emma说要谢谢她婆婆，为
她选择了巍阁。她婆婆说，坐好
月子对一个女人来说非常重要，
在对比了多家月子会所后，为她
选定了离家近、环境好、大品牌
的巍阁月子会所。

Emma说：“巍阁的产后修
复项目让我很满意。产后修复
如果不到位，很容易得月子病，
巍阁月子会所的产后康复品牌项
目骄阳兰多，在乳腺疏通、子宫恢
复、盆底肌修复等方面都有很专
业的仪器，以养为护理核心，有别
于其他月子会所以照顾婴儿为主
的护理模式。巍阁针对产妇的体
质、生产方式、年龄，采用以中医
体质辨识为基础，营养师、开奶师
辅助的体系，针对每个产妇制订
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让产妇得到
很好的恢复。”

Emma坐完月子要离开巍
阁月子会所时，巍阁工作人员为
Emma和宝宝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庆祝派对，让Emma既激
动又感动。说起这28天和巍阁
工作人员相处的点滴，Emma眼
中闪着泪花：“感觉这28天过得
太快了！在巍阁坐月子，护士长
和营养师每天查房时耐心询问，
细心记录，令人备感温暖。其
间，我的孩子被测出黄疸值偏
高，护士经常抱着孩子晒太阳，
让人感动。我真心感谢婆婆，为
我选择了巍阁。” （婀娜）

感谢婆婆，
为我选择了
巍阁7

经常出现幻听、幻视，她说“这
是一种挺好的病”，因为可以
“看到”儿子

□记者 王若馨 文/图

张现仓是偃师市首阳山镇人，今年
69岁的他已有7年没见过自己的大儿子
张智辉了。“岁数越来越大，不知道闭眼
之前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张现仓说，
张智辉从小内向、孤僻又要强，此前在
北京打工，很少回家，也一直没有成
家。2012 年，张智辉回到偃师看病，出
院后不久，张现仓老两口就再也联系不
到他了……

张智辉的母亲张趁芝今年64岁，说
起失联了7年的大儿子张智辉，老人的
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你哭啥？孩子
可能换了新手机，没存咱们的号码，所以
联系不到咱们，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成家
了，你也当奶奶了呢。”张现仓劝着老伴
儿，自己却轻叹了口气。

“辉辉，咱家现在条件好了，你弟弟
开了饭店，还盖了新房，咱不会被人瞧
不起了，回家吧，妈想你……”捧着大
儿子的照片，张趁芝痛哭流涕地说，他
们村里有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春节
也不回家，有些是为了省路费，也有些
是觉得自己没有混出个样儿来，怕村里
人说三道四瞧不起，“俺辉辉是不是怕自
己没给家里争光才不回来的？”

“妈，你别多想，哥一定会回来的。”
张智辉的弟弟张新辉说，母亲自打哥哥
失踪后，时常精神恍惚，有时会出现幻
听、幻视，病情严重时还住过院，不
过经过治疗，现在已经好
多了。

张智辉是个什么样的人？
“倔。”张现仓说，张智辉在上学

时成绩还不赖，1995年考上了外地
一所中专，家里本计划勒紧裤腰带
把他供出来，没想到，学没上多久，
张智辉就因为顶撞老师而退学了。
退学之后，张智辉进了偃师一家鞋
厂打工，日子一直过得不温不火，好
像对啥都提不起兴趣，直到 2008
年，经人介绍，他决定去北京做保
安。在北京做了几年保安，2012年
3月，因为胸口“长了个东西”，张智
辉从北京回到偃师看病，在医院做
完手术休养了一阵后，他向家人表
示“不想回北京了，想在偃师找个工
作”，之后没多久他就出了院。不

久，张现仓接到张智辉的电话，张
智辉说，他通过中介在偃师一家琉
璃厂找了份工作，此后，他的手机
号码就再也没被拨通过，最后成了
空号。

张新辉说，他也曾和哥哥一样，
走出农村，渴望闯出一片天后风风光
光地回乡，“俺哥的思想负担可能比
较重，他爱钻牛角尖，直到现在，俺都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家里断了联
系”。在与张智辉失联的这几年里，
张家人去过很多次他最后提到的那
家琉璃厂，但一无所获。

老两口心里有一个个巨大的疑
团：事实究竟是什么？儿子这些年
到底去了哪里？

在张智辉“消失”后，张趁芝说自
己生了“一种挺好的病”，这种病就是
小儿子张新辉所说的“幻听、幻视”。
张趁芝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
可以和自己思念的亲人相见，她曾

“看到”年幼的张智辉跑进院里喊着
“太饿了，啥时候能吃饭”，过一会儿
她又“看到”张智辉进了黑工厂，一声

声地喊着“妈妈救我”。
张现仓说，他和老伴儿的岁数

越来越大，老伴儿又因为思念儿子
生了病，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
儿子，问问儿子这些年去了哪里、过
得咋样，“哪怕他不回来，不跟俺在
一块儿过日子，俺只要知道他健健
康康、过得好就行”。

母亲猜测儿子的失踪
和他的要强有关01

出院后不久，他就“消失”了02

找到儿子，成为老两口的最大心愿03

□记者 王若馨

近段时间，记者接连采访了3个
孩子出走或无故失联，父母苦苦寻找
的家庭，感触良多。父母的泪水令人
心酸，那些现在不知在何处的孩子，究
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当年选择离开？
在这些相似度极高的案例背后，或许
有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深思。

4月 19日，《洛阳晚报·幸福周
刊》刊发《四城联动，出走10年的丹丹
回家了》一文，讲述了在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的帮助下，宜阳农妇何新团与失
联10年的女儿陈丹丹团聚的故事。
这起寻亲事件的圆满结束，带来的除
了欣慰和感动，还有“蝴蝶效应”——
不少有类似遭遇的父母，通过各种渠
道联系到记者，希望帮他们找到离家

的孩子。
不管是一气之下对儿子关永亮脱

口而出“挣不到钱你就别回来”的母亲
蔡俊，还是张智辉的母亲张趁芝，都在
承受着与骨肉分离之痛。孩子离家出
走固然不对，但是，父母在痛心之余，不
知道有没有想过，孩子的极端行为，是
否与自己的情绪失控、言语刺激有关？

在这几个寻子案例中，父母都提
到，他们与孩子的沟通方式往往简单
粗暴，他们觉得父母教训孩子理所当
然，不需要委婉，好像在爱的名义下，
侵犯和伤害都理所当然。如果陈丹
丹的母亲在阻止女儿远嫁时，能推心
置腹地对女儿说“妈希望你再考虑考
虑，我和你爸岁数大了，舍不得你离
家那么远，更怕你远嫁受苦”，或许陈
丹丹就不会负气出走；如果关永亮的

母亲在儿子工作不顺回到家后，给予
他安慰、鼓励，而不是一味斥责，或许
关永亮将开启另一种人生……许多
中国父母认为“打是亲，骂是爱”“棍
棒底下出孝子”，却忽略了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特别是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需要的不仅仅是指正、教训，更需
要温暖和爱。

当然，我们并不认同孩子们因为
和父母赌气而离家出走的行为，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亲子关系模式的缺
陷会成为一个家庭的隐患。好好说
话，正确地表达感受，应是做父母的
必修课。“你满口说爱，却满目狰狞。”
歌手赖佩霞在央视《我是演说家》节
目中的演讲，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愿
为人父母者，在孩子的心目中，都不
会是这般模样。

有话好好说手记者
记

Emma的宝宝
（图片由Emma提供）

●孕妈课堂
中医见诊

7月6日（周六）下午3点

孕妈瑜伽

7月7日（周日）下午3点

●地点：西工区金谷园路中

段35号（河科大二附院对面）

●电话：15538539990
0379-6320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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