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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外出吃饭遭遇“乞讨大军”，

给还是不给？

有市民称：有劳动能力的
坚决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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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马依
钒）夏日的夜晚，在街头夜市，来一杯啤
酒，吹着阵阵凉风，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
情，但接踵而来的乞讨者，却破坏了很多
市民的好心情。

“昨天，和几个朋友在河边的夜市
吃饭， 本来心情挺好的， 但是还没几分
钟，五六个乞丐一个接一个来要钱，谈话
总是被他们打断。”市民高先生向记者诉
苦，这些讨钱者不仅数量庞大，就连“软
磨硬泡”的功夫也很了得，不给钱就是不
走，一顿饭下来，光顾着跟他们周旋了。

这样的经历并不只发生在高先生一
人身上。 “你怎么又来了，刚才不是给过
钱了吗？”“钱不够花啊。”“年纪轻轻的怎
么不自己找点活干呢？ ”“干活累啊。 ”前
几日，在新华西路吃烧烤时，讨钱人的一
番话让陈先生气不打一处来。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的遭遇在
我市夜市比较集中的地方比比皆是。有
的客人还没有落座，他们就已经围上来
了，有的没要到钱或者钱给少了，就站
在一边不说话，也不走。更有甚者，一桌
的客人会被同一个讨钱者“光顾”好几
回。

据夜市一摊点的马老板介绍， 有时
候顾客被缠得没办法了，只好向他求救。

这时，他会给讨钱的一些钱。 据他估计，

这些人每晚的收入也不低。

“碰到年纪大的，看着像没有生存能
力的，我会给一些钱，但更多时候，都是
一些中年人， 身体健全， 明明有劳动能
力，却出来乞讨，我是坚决不给，现在这
样年纪的人讨钱的越来越多， 也许有一
天我的一点怜悯之心也会被他们消磨殆
尽。 ”正在吃饭的市民刘女士如是说。

河北八旬老人千里传信寻找哥哥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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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秋艳）

66

年前
的一天，在河北省冀县一个村庄，初春的田埂
上冒着碧绿的新芽， 一对男孩儿手牵着手向
村外走去……

这两个男孩儿是兄弟俩，哥哥
17

岁名叫
高春辰，弟弟

12

岁名叫高春德，为响应人民
解放军参军的号召， 哥哥高春辰决定报名参
军，虽然父母有些舍不得。但是弟弟高春德听
说哥哥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当兵， 还是很高兴
地为哥哥送行。

然而让两人想不到的是， 这一别竟成为
了永别，从此以后，弟弟高春德再也没有了哥
哥的音信……

1952

年，高春德才接到当时的冀县民政
局口头通知说，哥哥高春辰

1947

年参加人民
解放军后，随军开赴河南，随同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当年

10

月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
县境内英勇牺牲。

哥哥牺牲后， 高春德父母享受了烈士遗
属待遇，一直到

1964

年和
1986

年，高春德的
父亲与母亲相继离世。“我母亲到死都不相信
自己的儿子牺牲了， 临终前嘱托我一定要找
到哥哥……”高春德告诉记者，临终前父亲的
遗言就是要继续寻找到哥哥高春辰的墓地。

据高春德回忆，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
两次向当时的总参谋部写过信， 但得到的回
复都是“部队整编多次，查不到了。 ”此后，历
经“文革”以及各种运动，高春德曾一度放弃
寻找哥哥的归葬地。但尽管如此，哥哥尸骨到
底葬身何方， 父母的遗愿到底如何完成一直
是压在高春德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 而哥哥仍然音信
全无，高春德不禁着急起来，他再一次开始寻
找哥哥的踪迹。如今年近八旬的高春德，在其
学生孙建国的帮助下， 已经问遍了他们能找
到的高春辰当年的战友，但都没有结果。

“如今我哥哥当年的战友都相继离世了，

再加上部队多次整编，根本无从问起……”高
春德说道，语气中透露出焦急与无奈。

因为哥哥的牺牲地是在信阳市商城县境
内，万般无奈之下，高春德想到了通过信阳当
地媒体来寻找哥哥墓地的下落， 于是就让他
的学生孙建国给《信阳晚报》发了一封电子邮
件。

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寻找高春辰烈士，

男，

1929

年出生在河北省冀县（现为衡水市
滨湖新区）魏屯乡（现为镇）西明师庄村。

1947

年参加革命， 原为二野二纵四旅十二团一营
三连战士，

1947

年
10

月于河南省信阳市商
城县牺牲。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由当时的冀县人民
政府补发的烈士证，发证日期是

1983

年
5

月
10

日。

了解情况后， 记者立即打电话到商城县
民政局查询，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听说后，仔细
查阅了档案，但很不幸，档案中并没有关于高
春辰的记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城县境内
有名有姓的烈士墓他们差不多都有记录，但
这些名单中，确实没有高春辰的名字。

记者将查询结果通过电话反馈给了高春
德老人，老人知道后显得有点失落，但他还是
希望通过《信阳晚报》，让大家都帮忙找找。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寻找！”

老人坚定地说道。

“我会帮老师一直找下去！ ”孙建国告诉
记者， 读大学时就听自己的老师念叨其哥哥
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至今不知道葬在何方。

同样出身于军人之家， 又有过从军经历的孙
建国对老师的故事感同身受，一直铭记在心。

后来得知老师一直在寻找哥哥的墓地， 就帮
忙四处打听寻找。

我们为了已故老人的临终遗愿， 也为了
八旬老人望穿秋水的等待。 如果您有什么线
索，请拨打本报热线告诉我们。

这是当时的冀县人民政府补发的烈士证， 发证日期是
1983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