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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 16 万元，七旬流浪老人踏上回家路》后续

36 年前他弃养她，如今她收养他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新闻背景：
11 月 21 日，《怀揣 16 万元，

七旬流浪老人踏上回家路》经
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
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
失联 28 年的老人和唯一
的女儿见面，并不是皆
大欢喜。由于老人的女
儿家庭极其困难，老人
回家面对很多现实困难。

近日，今日女报 / 凤
网全媒体记者赶赴怀化会同县
采访，在多方努力下，迎来了
温馨的结局。

28 年的流浪，痛苦溢于老人的脸上。

“每年都会梦见一两次他。”37

岁的杨海口里的“他”，指的是亲生

父亲彭武。

杨海在 7 个月大时，被彭武送

给怀化会同县一杨姓家庭。37 年

来，杨海的记忆中，只和生父见过

一次面。

“1989 年 9月的一天下午，我

放学回家后，他来到我家，要把我

带走，我死活不肯。”杨海说。被

拒绝后，彭武背着一个包离开，就

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年父亲为什么要把她送走？

多年来为生计奔波的杨海已经无暇

去探究。“我的养父母虽然很穷，但

我感激他们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他们用了最大的能力来照顾我。”杨

海说。

“梦见，也许是生来具有的血缘

关系，本能的无法割舍。”杨海这

样解释。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

父亲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会同县城中南路地处县闹市区，

在四周高楼大厦的映衬之下，杨海

家的两层房子显得极其寒酸。

一楼是砖房，二楼是木房。对

于这混合搭配，杨海说，当年家里

老房子拆迁后，政府给了他们目前

这块地自主建房。“家里实在太穷，

一楼建房子用的砖，全部是我妈妈

（养母）捡回来的，二楼则是以前

的木房子整体搬过来的。把木房

子嫁接到一楼垒砌的墙上，就是现

在大家看到的房子，而能住人的，

还是以前的木房，一旦下雨，外面

大雨房子里就下小雨。”杨海说。

家里把一楼唯一的一间杂屋收

拾干净，把彭武安置。

接纳父亲彭武，对于杨海来说，

有现实困难。“我的养父已经去世，

养父母在我年纪小的时候收养了

我，又怎么会在我生父无路可走的

时候，收留他呢？”杨海说，就算

她心里已经对父亲做出谅解，但她

要考虑养母的感受。

一位失联 28 年的老人的回归，在会同

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彭武还有一个身

份，他是会同县原种场的退职职工。

11月24日上午，会同县人社局门口，杨

海黄壁辉夫妇等到了会同县原种场场长梁卫

红。几天前，杨海来到原种场，向父亲单位

领导反映了彭武回来一事，引起了单位领导

的重视。

“2007 年的时候，单位的退休退职职工

的养老问题，全部移交给了县人社局。”梁

卫红说，当时办理手续的时候，彭武需要

交一笔费用，由于多年没有见到彭武，也

不知其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当时就没有为

彭武办理。

这次，听说彭武回来，作为单位的领

导，梁卫红开始为彭武的相关事宜张罗。“毕

竟是我们单位的人，老人目前的这个现状，

确实很让我们同情的，我们争取为老人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梁卫红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

随后，在会同县人社局，彭武的“职工档

案”被调取出来。档案里显示，彭武“1977

年在会同县办钢铁厂搞基建时，龙骨被压断

（因工致残）”，随后彭武被调到坪村原种场（现

改名为会同县原种场）工作。1983 年 5月31

日，“会同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局文件”（第15

号）批复同意了彭武的退职申请。彭武退职后，

每月领取生活津贴 27.20 元，享受公费医疗

待遇。事实是，6 年后，彭武便开始了流浪。

由于彭武离开的突然且时间久，退休手

续没有办理，如今要重新享受退休待遇，有

相当的难度。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如是答复

梁卫红及杨海夫妇。

转机却在第二天出现。从相关渠道获

悉彭武遭遇的怀化市政协副主席、会同县

委书记杨陵俐，指示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

要求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合情合理合

法处理好彭武一事，让老人“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11月27日上午，会同县农业局（原种场

主管单位）局长黄高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独家通报了协调会的结果，会同县将从多方

面解决彭武的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

一、迅速恢复老人的户籍（已经恢复），

办理二代身份证。

二、医保，根据本人意愿，彭武可以选

择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或者单位职工医疗保险

（从 2018 年算起）。

三、在保障没有落实之前，彭武的生活

和医疗费用由民政部门救助。

四、生活，在符合国家政策范围内，由

该县企保局向上级部门争取退休待遇或者

按该县退职职工待遇，发放一定标准的生

活费。

是否接纳父亲，一家人一夜未眠

生父的出现，让杨海有些无法招架，目前她还
住在身后这栋危房里。

36 年前收养其孩子，如今又收留流浪的他

梁善良（中），36 年前收养了杨海，现在又
收养了养女的生父。

会同县委书记：
让老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流浪的这些年，
这些证件彭武一
直都带着。

“不同意又没有其他办法，我不想让我女儿

难受。”杨海 65 岁的养母梁善良如同她的名字

一样，面对彭武表现出了她的极度善良。

在梁善良保留了36 年的一张已经泛黄的“请

求报告”中，记录了彭武当时把杨海送到她家

时的情景。

“请求报告”是彭武亲自所写，时间是 1981

年 6月1日，“请求报告”里讲述，因为妻子离

家不归，他一人无法养活孩子，不得已把彭雄

英（即杨海）过继给杨勋礼梁善良（养父母）夫

妇抚养。“请求报告”里强调，彭

武仅有探视权。

梁善良说，带大杨海不容易，

有一次生病差点人就没了。由于

家里困难，杨海初中没有读完就

辍学。没有给杨海一个好的生活

条件，老人很内疚。如今，老人

在离家两公里的郊区，开垦了几块

荒地种菜。“我还能动，种点菜去

卖，减少点他们的生活压力。”老

人眼里噙满了泪水。

精神病没有发作时，彭武的头

脑很清晰。对于这笔引起社会关

注的钱，老人说“来之不易”。“我

讨钱的时候，用毛票换成块

票，用块票兑成十元的，然

后再换成五十和一百的。”

彭武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说，把这笔钱攒下来，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见到

女儿。“这钱，在我生病时，

都不曾花过，留着希望能够弥补

下这辈子对女儿的亏欠。”彭武说。

11月2日，接到娄底新化县救助管理站打

来的电话，说父亲找到了，杨海内心极其矛盾。

“我们告诉她，老人身上带了十多万元的现

金，她说钱我们一分不要，我们也不会接受他。”

新化县救助管理站站长白新华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但我们说到其父亲身体患有多种疾

病时，她哭了。最后，我们和会同县民政局双方

做工作，她说考虑一个晚上。”

白新华说，当年彭武送走杨海的时候，和

收养方家庭办理了合法手续。“这样，杨海跟亲

生父母的权利和义务就自然消除

了，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杨海可以

不承担对彭武的赡养义务。她接

受与否，我们不能强求。”

考虑的这个晚上，杨海和丈

夫黄壁辉几乎一夜未眠。“我们结

婚 16 年，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

上自己的家。”11月23日，会同县，

黄壁辉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岳父母

的，不瞒你说，三个小孩和我们

住在一间房子里，打的是地铺。”

黄壁辉很是尴尬。不过，次日白

新华打电话给杨海时，杨海答应

接父亲回来。当天晚上，杨海和

丈夫黄壁辉从怀化会同赶到娄底

新化，从医院里接回了彭武。

“28 年没有见面，父女俩相见

一点都不觉得生疏，之前有人来

认领，老人是很反抗的，这次除外，

办完手续后，跟着他们走了。”白

新华说，“这也许就是血浓于水！”

五、住房，从会同县农业局

组织县原种场开展国营农垦

区危旧房改造中拿出一套

房，彭武可以和其他原

种场中低收入困难职工

一样，以成本价购买。

截止记者发稿时，

彭武已被接往会同县人

民医院治疗，相关养老事

宜正在积极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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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分享
彭武老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