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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心愿是“找到自己的根”

彭智华在湖北省安陆市雷公镇新桥村
长大。从小，他常听周围人说他不是父母
亲生的。11岁时，他从“奶奶”和养母那里
证实了这一信息。成年后，他开始寻找自
己的亲生父母。

当过富士康的基层小领导、煤气管道
铺设包工头、酒店大堂经理……外出打工
多年，彭智华凭着勤奋已在武汉买房买车，
结婚生子。此生他最大心愿是“找到自己
的根”。在他有了儿子后，这个愿望越发
强烈。

彭智华推断，亲生父母已接近70岁。
他说：“心里有过很多个‘也许’。也许我被
拐了后，那一刻父母崩溃了，已经不在人
世；也许是因为哪一方的疏忽导致我走失，
父母婚姻破裂了，各自重组了家庭；也许当
初因为生活太过艰难，父母有苦衷……也
许，可能在某一个角落，他们还在找我呢？”

他接受任何一种“也许”。从小没过过
生日的他，将身份证上生日定在了中秋团
圆日。19年寻找父母未果，他已经从“期
望很大，常常激动”到十分平静，“重点是经
营好自己的家庭，当好丈夫和父亲”。

去年10月，他受一个寻亲成功的朋友
启发，开始在抖音等平台上发布寻亲消息，
每天花四五个小时直播。彼时，“寻亲阿
华”的账号粉丝量一度涨到两万多，“阿华”
在寻亲圈也有了名气。

“希望”曾经闪现过两次。一次是看到
消息寻来的一对武汉老夫妇，比对血型后，
发现不匹配。另一次是直播中，一位大姐
哭着要求他连麦，连上麦后，在直播镜头
中，两人的五官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整个直
播间都沸腾了。不少人说：“这肯定就是你
的姐姐。”两人很快做了血型检测，发现不
匹配；因为不死心，又去做了DNA检测，结

果仍不明朗。半年后，因为“姐姐”向他借
的一笔钱逾期未还，双方闹到派出所，彭智
华大受打击，一度决心放弃寻亲。

彭智华现在仍习惯看直播。他发现，
寻亲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年纪较大的人，他
们不熟悉网络，也不知道怎么编辑有效信
息，提炼标题，定向分发。一个直播间往往
几个小时只有三五个人观看。相反，一些
做出影响力的账号，一旦寻亲成功后，往往
会急于把账号变现，“上链接，挂小黄车卖
货”。“会搞流量的人，反而是想要带货的
人；不少真正想要找孩子的人，因为不懂流
量，直播没有人看。”彭智华着急又揪心，每
看到寻亲账号带货一次，他就觉得这是“寒
了爱心人士的心”。他决定寻求更多有效
方式。

整理了几千条寻人信息

今年2月，彭智华选择注册成为网约
车司机。他有自己的考虑：坐网约车的人，
都是对网络较关注的偏年轻化群体，一般
早年丢失的孩子，也到了这个年龄。如果
能引起年轻人的关注，拍照发到朋友圈，寻
亲就有机会破圈。

在网约车上挂寻亲信息，起初是不被
允许的。某次，在一个充电站，几家平台的
网约车司机一起闲聊。彭智华打听到，T3
出行也发起过寻找走失儿童的公益项目。

“我拼命地跑（单），一天跑14个小时，每天
的流水比一般司机几乎高出一倍，就是希
望公司高层能关注到我这个普通司机。”

不久，彭智华与公司公关联系上，他的
想法得到了支持，他成为武汉地区的项目
发起人。彭智华参与设计了两个版本的寻
亲信息牌，第二代版本信息牌为亚克力材
质，四周设计成圆形防止划伤乘客。一张
信息牌上登记有两名儿童的照片、走失时
间地点、“宝贝回家”公益平台的二维码。
一辆车上挂两张信息牌，每隔10天到15
天更换一次。目前，寻亲信息已在武汉区
域的700多辆网约车上进行分发。

随着一些寻亲家长反馈在朋友圈刷到
寻亲信息，彭智华感到欣慰：这说明行动

“有了水花”。有些乘客也让彭智华觉得温
暖——有主动加他微信表示要帮忙推广
的；有感谢他的；更多的是祝福，“祝您成
功”“希望您早日与父母团聚”。

一些乘客看到信息牌会与彭智华进行
攀谈，有3名乘客聊到自己的身世，对自己

“是否亲生”感到怀疑。这时，彭智华会拿
出车里常备的“DNA样品采集卡”，通过指
尖采血的方式，记录下乘客的信息，随后寄
回“宝贝回家”总部进行备案。几天前，还
有一位乘客加了他微信，过了一天，发来大
段文字描述自己走失姐姐的信息，并对彭
智华的义务帮忙感激不已。

如今，通过网约车平台加到彭智华的
人，已形成一个200人的微信群，彭智华设
置了统一格式，提示寻亲者编辑重点信息、

上传照片，自己再在后台进行整理，随后发
给“宝贝回家”公益组织和T3出行运营中
心。目前，通过寻亲者口口相传，他整理登
记的寻人信息已有几千条。

尽己所能帮助其他寻亲家长

2021年，在湖北孝感的一场认亲会
上，寻子20多年的饶浩宜第一次见到彭智
华，彭智华很主动地帮他录制寻亲视频。

“他不仅帮助我，还帮助全场所有人，我就
问寻亲的家人们，这个人是谁？他们说‘就
是阿华呀！’”饶浩宜回忆。

散场后，饶浩宜加了彭智华微信。彭
智华说：“饶爸，你放心，这个信息我一定帮
你扩散出去，你的孩子找回一定有希望的，
你放心。”饶浩宜内心触动：这个人第一次
见面，他就能说这样的话，很难得。今年1
月，饶浩宜找到了失散27年的儿子。

从20岁开始通过扑克牌寻亲，跑全国
各地的认亲现场，如今，这类现场彭智华不
再参与。“一见面深深痛哭的那个场面我受
不了，我会触景生情。”虽为别人的团圆由
衷高兴，但回家之后就是好几天茶不思饭
不想，“无尽感伤”。

今年3月，彭智华在开车时又接到一
个电话，寻子20多年的吴红喜给他打电
话，说儿子有消息了。彭智华接电话的手
都在颤抖，激动地把车停在路边，缓了好一
会儿。

“第一个给他打电话，也是想表达感
激。”吴红喜告诉记者，原本不知道怎么制
作视频，是“阿华”手把手制作素材，取好标
题，号召多个账号一起分发，最后得到儿子
走失地辖区派出所关注，通过人脸识别系
统成功找到孩子。吴红喜说：“说实在话，
我们年纪也大了，搞不懂，还是年轻人内行
一些，帮我做寻亲消息。”

吴红喜20多岁时从农村来武汉务工，
自孩子走失后，20多年来不敢离开武汉，
每年都会去派出所询问情况，武汉民警“热
心负责”。他认为：90%的走失孩子能找
到，主要得益于公安部门人脸识别系统的
不断优化和迭代，以及媒体宣传报道和社
会各界关注。

饶浩宜告诉记者，他也想像阿华一样
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寻亲家长。他说：“我
们也很关心阿华，不管上岸没上岸，我们都
是一家人，不能说我们上岸了就不帮助别
人了。”

脸上总是挂着笑，体型微胖的彭智华
有支持自己的老婆、懂事的孩子，生活过得
不差。成长之路有酸楚，也有感恩，因此他
愿意将助人寻亲公益活动一直做下去。

在内心深处，彭智华仍期盼着这辈子
能够与父母见上一面，“想抱着他们好好哭
一场，也做一天父母的孩子”。他最喜欢的
歌是毛阿敏的《天之大》，歌里唱着：“妈妈，
月亮之下，有了你，我才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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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单的孩子别害怕，月亮照着你

回家”……当彭智华将寻亲文案发给T3

出行“宝贝回家”项目运营人员时，对方

很惊讶，问：“你是找哪位大神写的？”

彭智华笑笑。这些话，有些是他睡

前在报纸边缘写下的，有些是与其他寻

亲家长聊天时在心里记下的。

今年 40 岁的彭智华在寻亲 19 年未

果后，通过应聘网约车司机、在车后座

悬挂走失儿童信息的方式，帮助更多寻

亲群体寻找走失的孩子。目前，这项公

益行动已在全国 10 个城市的 1 万多辆

网约车上推行。

彭智华随车携带DNA样品检测卡。 记者高文举 摄

△彭智华在浏览
寻亲信息。

▷彭智华自己创
作的寻亲信息牌文案。

记者高文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