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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DNA鉴定，
她11年帮 500多个家庭寻亲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熬过了漫长的找寻与揪心

的等待，眼前陌生的面孔究竟
是不是失散多年魂牵梦绕的亲
人？不论是寻亲者，还是民间
寻亲组织都会发现，除了锲而
不舍的信念之外，面临最后一
关的 DNA 亲子鉴定，资金与
技术的支持成为最后的短板。

这时，湘妹子谭笑丹站了
出来。她和自己的团队，已经
坚持 11 年为寻亲家庭提供免
费的 DNA 亲子鉴定服务。

6 月 13 日， 谭 笑 丹 在 长
沙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的专访，畅谈 11 年来坚持做
公益的故事。

化骨肉离散为破镜重圆
5月 29 日，一个事关重逢的

故事到了屏息凝视的关键时刻。
1976 年 9月，曾飞云因为家庭

条件不允许，在长沙市新开铺忍痛
将出生三个月的女儿送人。而后的
38 年，她一直走在漫漫寻女路上。
直到今年 5月，她感觉自己就要圆
梦了，“这个孩子的年龄、收养地全
部都能对上”。

为了获得准确的答案，好心人
为他们联系上了长沙高新区的汉五

生物工程（长沙）有限公司，
为他们提 供免费的

DNA 鉴定。
鉴 定 结果

第二天就出来
了。 这 是 该
公司首席执
行官谭笑丹
立下的老规
矩 了—— 在

公司，寻亲者
的 DNA 免费鉴

定具有最高的优先
级，优先于所有商业业

务鉴定。
“很遗憾，结果不匹配。”谭

笑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看
到曾飞云失望的眼神，我们也替她
担心，但如果她有需求，我们下次
还会帮她做免费鉴定。”

而这已经是谭笑丹团队 11年
来为寻亲家庭免费提供的第1463
例 DNA 样本鉴定服务了。

谭笑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当初之所以选择从事 DNA 鉴
定事业，源于“打拐”的公益心。

现年 42 岁的谭笑丹是长沙人，
在北京成长，后赴澳洲求学。“在
一次商务派对上，我现在的合伙人
Vern 谈到他正为尼日利亚政府建
立 DNA 法医物证实验室和打击拐
卖儿童数据库系统。这个点子一下

子抓住了我，我国也有一些丢失儿
童的家庭，如果能把这个技术带回
国那多好 !”就是这样简单而美好
的心愿，促成谭笑丹迈出把 DNA
技术引进长沙的第一步。

而让她坚定地走上公益的道
路，则是因为被一个“老女儿”所
感动。那是 2003 年，一位上了年
纪的“老女儿”邓正元，寻找 45
年前把她遗弃在长沙韭菜园育婴
堂的父母。她说，她一直在寻找亲
生父母，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谭
笑丹正好看到了她的报道，马上决
定帮她，免费为她提供 DNA 亲子
鉴定。当时邓正元找到了一位疑似
其生母的杨双元老人，但可惜的是
杨双元的 DNA 样本与邓正元至少
有 2 项指标不匹配，也就是说，杨
双元不是邓正元的亲生母亲。认
亲梦断，邓正元当时泣不成声。当
时在一旁见证这一瞬间的谭笑丹也
唏嘘不已。“我当时就决定把 DNA
公益寻亲的路继续下去，想帮助这
茫茫人海中的寻亲者找到他们真
正的家人，见证那爱团聚的一刻。”
谭笑丹告诉记者，“当时我的决定
也得到了家人的一致认同。”

为寻亲女孩
免费做了30 多次 DNA鉴定

事实也证明，谭笑丹当时产生
的这一份执念是正确的。在 2003
年，谭笑丹和她的汉五 DNA 亲子
鉴定中心就帮助失散了二十三载的
彭湘萍、刘献单母女最终确定了
亲缘关系。当时的湖南卫视《真心
风采》还为此事做了报道。在节目
现场听失散了23年的女儿叫了一声

“妈”，谭笑丹和她的同事们都感
动得哭了。这样的故事，谭笑丹经
历了多次。

还是在 2003 年，谭笑丹帮助
被拐11年的男孩马现伟寻找到了
他的亲生父母；2007 年，谭笑丹

帮助丹麦华侨李湘沙、汉森夫妇
在长沙寻找到了失散三十二载的亲
人；2008 年，谭笑丹帮助家住永
州的肖妈妈对两位真假儿子进行了
鉴定，确认了真正的儿子。

在谭笑丹的带领下，她身后的
技术团队逐年壮大，公益寻亲之
路越走越宽。

然而，谭笑丹提供了一组数字：
11年，为逾 500 户寻亲家庭免费做
了1463 例 DNA 样本，寻亲成功的
却不过 10 例。

谭笑丹说，她何尝不期望个
个故事都圆满，然而配型讲究的是
科学严谨。不过，虽然结局往往失
望多于欢喜，但她见证的，却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人世间的美好
情怀。

谭笑丹始终忘不了自己曾接待
的，40 年多来一直在寻找小弟的
许家八兄妹。在寻找中，他们有
过惊喜，可惜多个疑似对象都在
DNA 鉴定比对后被否认。谭笑丹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让我
感动的是，他们从未放弃，逢年过
节照全家福时，总会在中间空出一
个位置，留给小弟……”

而白血病女孩任爽寻亲的事至
今令谭笑丹牵挂。2005 年，任爽
在全国各地寻找亲生父母，“当时
出现了30 多对疑似任爽生父的寻
亲者。”谭笑丹说，她给他们全部
免费进行了亲子鉴定，结果发现全
部不匹配。

“正是因为完美结局的稀少，
才更觉团圆的弥足珍贵。这或许就
是我坚持为寻亲家庭免费做 DNA
鉴定的价值所在吧。”谭笑丹如是
说。

在市州成立免费寻亲点
随着谭笑丹和她的团队做公益

的名声渐显，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
选择与之合作，比如，“随手公益”、

“宝贝回家”、长沙手语义工群等公
益团体都与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
系。同时，她自己也在考虑如何为
更多的寻亲家庭提供帮助。

“我们目前在省内除长株潭地
区外的市州，以及省外的大中城市，
都建立了DNA 公益寻亲采样点。”
谭笑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我们通常在当地与一家医院进行
合作，让它们的医务工作者为寻亲
者无偿采集鉴定样本，并送到我
们这里。”

与日俱增的，除了社会影响力，
还有谭笑丹坚实的社会责任感。作
为长沙市岳麓区政协委员的她，不
时地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思维，思考
如何将“打拐”的关口前移，将孩
子被拐卖的风险进一步降低。

目前，谭笑丹在他们已有的
DNA 公益寻亲信息发布平台的基
础上，着手研发民间的 DNA 公共
数据比对平台。

谭笑丹介绍，根据相关部门统
计，我国约有 20 多万“离散人群”。
模糊的记忆、零星的物证、道听途
说的信息，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
如果有一个开放的 DNA 公共数据
对比平台，且收集到一定数量规模
的离散家庭成员的 DNA 样品，则
能大量的有效的找到离散的亲人，
以此来方便的、高效的、低成本的、
权威的、科学的寻找到亲人，让离
散的家庭幸福团圆。

“这样一来，失散亲人回家的
路就近多了。”

谭笑丹授权今日女报 / 凤网，
如有长期分离的寻亲者找到了无法
最终确认的失散亲属，他们愿意提
供免费检测。“在实验室现场或我
们的公益寻亲采样点收集双方 3—
7 根带毛囊的头发，或口腔黏膜细
胞样本，一般一天之内能够提供
报告，甚至最快可在 6 个半小时内
出结果。”

倾尽百万家产荒山种黑米——

郴州女子一条道走到“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30 岁， 她下岗去广东打工；

35 岁，她是资产上百万的女老板；
37 岁，她毅然转行一心去开荒山
种黑米。39 岁，时任湖南省委书
记周强亲临她的生态农业企业视察
指导，为她点赞。她就是肖秀玲。

6 月 1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在郴州与肖秀玲面对面，解码她
财富故事里的成功密码。

卖化肥赚第一桶金
现年 41岁的肖秀玲出生在湖

南郴州桂东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大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
化肥厂上班。10 年后，因为企业改
制分流，肖秀玲下岗。此时，肖秀
玲年仅三十，女儿才两岁。

不过，向来就有主意的肖秀玲
没有给自己迷茫消沉的机会，在去
广东打工 3 年后，她决定开公司卖
化肥。

说干就干。“连哄带骗”，肖秀
玲从几个姊妹手上一共借来十几万
块钱，于 2006 年成立一家化肥经
销公司，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开始走
村串巷卖化肥。

创业初期很艰难。肖秀玲代
理的化肥品牌一开始基本无人问
津。她的公司从员工到领导也就
她和丈夫罗勇兵两个人。郴州市有
8 个县，有的偏远乡镇距离郴州上
百公里，还有盘山公路，但为了将
化肥推销出去，肖秀玲必须要靠“勤
跑”产生的“熟络感情”来带动销售。

曾经有一次，肖秀玲开着面包
车在山路上迷路，3 个小时的车程，
她却开了足足 8 个小时，筋疲力尽。
就是凭着这股子干劲，肖秀玲最

终在郴州 8 个县市设立了60 多个
化肥代销点 .4 年后，她成为郴州
资产过百万的女老板。

开荒山种“黑珍珠”
2010 年，肖秀玲又有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她要转型做农业，承包
荒山种植有色稻谷：“化肥卖得再
好，也只是一个经销商，企业要
做大做强必须要有自己的实业，而
农业又是我最熟悉的。”

在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肖秀
玲选择了种植成本低、经济效益
比一般稻谷要高 7～8 倍的有色稻
米——黑米进行栽种。

黑米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
药、食兼用的大米，具有很好的
滋补作用，因此被称为“补血米”、

“长寿米”等。肖秀林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亩产 300 公斤黑米稻谷可
打 200 公斤黑米，每市斤批发市价
是 8 元左右，一亩黑米稻谷就可卖
3200 余元。普通稻谷亩产虽然比
黑米稻谷产量略高，按 400～ 450
公斤稻谷最高出米率 375 公斤算的
话，批发价一市斤一元多，最高一

亩田收入 1000 余元还不到。在成
本相当的情况下，黑米稻谷的经济
价值和市场前景都非常可观。

很快，她承包了郴州北湖区市
郊附近一片近 300 亩的荒山，正式
开荒种地。

这时发生的一起大事差点阻
断了肖秀玲的开荒之路。“起火了，
整个山都烧得通红。”肖秀玲说，
当时烧茅草的工人不小心将火星引
到了山上，引发山林大火，丈夫罗
勇兵为扑火，被烟晕得晕倒。所幸
山火最终被控制住了，“要是把整
座山烧了，我真的赔都赔不起！”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种地是
靠天吃饭，第一年肖秀玲的基地就
遇到了旱灾，山上当年没有修水渠，
夫妻俩急得嘴上冒泡，半夜睡不着
出门看星星观天象。平均可亩产八
百多斤的黑米稻谷，最终只收获了
二百多斤。

第二年，肖秀玲在山上修水塘
建水渠，夫妻俩吃住都在山上，一天
湿透几身衣。眼看着禾苗长势喜人了，
却又碰上了多年不遇的雨季。但肖秀
玲从来没有过中途放弃的想法。

时任省委书记为她点赞
4 年时间，肖秀玲投资160 多

万元，在原本荒草丛生的荒山上开
垦出百亩良田，种植的优质黑米稻
可亩产六百多斤。

她正式注册成立“野给力生态
农业产品开发公司”，成立农村合
作社，由公司提供种子和技术，发
展周边农民种植生产，公司进行回
购。目前已建立了1000 亩的农村
合作社生产基地，扩大了公司生产
种植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共
同发家致富。

2012 年，肖秀玲将农产品
深加工，开发出黑米粽、有机雷
笋等农产品，注册“一筐百福”
品牌，旗下优质农产品成为了郴
州北湖区标志性的生态农产品品
牌。也就在 2012 年，肖秀玲被
评为全国城乡妇女建功立业先
进个人，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亲临肖秀玲生态农业公司视察指
导，对她扎实肯干的实干精神进
行了肯定。

李湘沙夫妇与谭笑
丹（右一）合影。

谭笑丹

肖秀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