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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洋

“小的时候，父母对我可好了，比亲生的还要亲。”回

忆起儿时生活，65 岁的王志坚一脸幸福。王志坚原名田

柏，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逃避饥荒，还在蹒跚学步的田柏

被抱上北上的列车，翻越高山，跨过大河，在昼夜不停的

哐当哐当声中辗转千余里来到了赤峰市。

在这里田柏受到了精心的照顾，孱弱的身体也逐渐恢

复。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后，她被家住红山区的王廷荣、韩

淑芹夫妇领养，并取名王志坚。当时王廷荣已经 58岁，韩

淑芹也已过四旬，老年得女让他们对这个唯一的孩子倍加

珍视，将所有的温暖与疼爱都给予了她。在养父母的细心

呵护下，小志坚从面黄肌瘦变得白白胖胖，水灵灵的惹人

喜爱。“好吃的、好衣服都尽着我，生活比同龄的孩子富足

很多。”没受过罪，这是王志坚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评价。

为了让王志坚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王廷荣夫妇生

前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丝一毫有关身世的信息。直至 2004
年，王志坚看到新闻媒体对“国家的孩子”孙闻鸿的报道，

以及从老邻居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她才第一次知道自

己的身世。“小时候，父母总是在搬家，我当时还很奇怪，

住得好好的怎么就搬走了，可能就是怕我知道自己是领

养的。”王志坚说。

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在王志坚心中生活一直是

平顺的。虽然多次南下寻亲并未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这段超越时空、跨越民族的恩情，深深地烙在了她的

生命里，赤峰早已成了她的家乡、成了她的故土，赤峰人

亦是她的家乡人，是她挚爱难离的亲人。

现在，她与丈夫衣秀华相依相伴，看书、养花、遛弯，

过着幸福安宁的退休生活。“能有现在的生活，靠的是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如果当时没有把我们送过来，可能也活

不到今天，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幸运的。”说到动情处，王志

坚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既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也

是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生动写照。在那段艰难时期，草原人民克服各种困难，

倾尽所有抚育南方孤儿长大。王志坚表示，她会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回馈社会，为民族团结工作贡献一份力

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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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洋

孙闻鸿是松山区安庆镇元茂隆村村民。1961 年，只

有咿呀学语大小的孙闻鸿几经辗转，从上海来到昭乌达

盟（今赤峰市），并被元茂隆村的一户农民收养。当年记

录显示，那时候她叫毛印。“我的养父叫孙学珍，养母叫孙

玉兰，从此我在草原上有了家。”回忆往昔，孙闻鸿激动不

已。在那个最平凡不过的农家院里，她享受到了家的温

暖，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

渐渐懂事的孙闻鸿会偶尔听见村民说她不是亲生

的，让她十分难过。当她鼓起勇气向疼爱她的养父问起

身世时，父亲毫不隐瞒地告诉她是“国家的孩子”，是党和

政府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成年后，孙闻鸿远嫁到安徽，在那里与丈夫养育了 3
个子女。“我的婆家在安徽省蚌埠市一个偏僻山村，条件

很不好。”孙闻鸿告诉记者，初到安徽由于自然环境、生活

习惯等巨大差异造成她水土不服，加上生活困难，一度让

孙闻鸿感到绝望。“在最困难的时候，当我想到我的命是

国家给的，我就暗下决心，不管多难我得活下去，还得好

好活！”

1990 年，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孙闻

鸿举家迁回赤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熟悉的山山

水水、熟悉的父老乡亲，让孙闻鸿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安

心。孙闻鸿孝敬父母、养育子女，和丈夫一起为小家的幸

福辛苦奋斗。

1998 年由市民政局牵头，在市儿童福利院、市妇联、

红山晚报等单位的全力支持下，孙闻鸿等 10 余人踏上了

南下寻亲之路。然而，漫漫寻亲旅途并不顺利。当时年

纪小加之被遗弃时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和信物，让孙

闻鸿寻找亲生父母犹如大海捞针，历经几年找寻，也未能

圆梦。

但这段旅程，让孙闻鸿了解了那段艰苦历史时期的

心酸往事，对赤峰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深感是党的关怀

和民族的团结，才使自己逃离了忍饥挨饿的岁月，享受到

生活的甜蜜。“我的生命是党和国家给的，更是草原人民

给的，党和国家的培育，民族大爱的教育，让我成长，我要

继续传播这份恩情与爱，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做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者。”孙闻鸿坚定地说。

孙闻鸿孙闻鸿：：我在草原上有了家我在草原上有了家

□记者 刘洋 实习生 朱明月

孙桂华原名王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来

到内蒙古。1961 年，仅有六七个月大的孙桂华被松山区

孙学刚夫妇收养，成了手心里的宝。亲生父母为她取名

王飞，寄予了她积极向上、飞黄腾达的美好祝愿。后改名

为孙桂华，养父母希望她是天上的明月、掌上的明珠。不

同的名字，相同的宠爱。

每每提及养父母，孙桂华的内心久久无法平复，言语

间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小时候，村里人都告诉我长大

以后一定得孝顺父母。村里只要有来看病的大夫，不管

我有没有生病，养父母都抱我去检查。为了让我吃得好，

他们去别人家借粮票，记忆中我从来没受过委屈。”孙桂

华回忆说。

随着时光的流逝，孙桂华从身边人的口中知道了自

己的身世。“说实话，对于寻亲我没抱太大希望，因为养育

之恩大于生育之恩，只是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从哪儿出

生的。”

谈及养育她的土地，孙桂华回忆起了令人难忘的点

点滴滴。“是赤峰养育了我，亲戚朋友理解我从小孤身一

人来到内蒙古非常不容易，所以很照顾我。养父生病的

时候，叔叔知道我顾不上种地，轮流到地里帮我照看庄

稼。”孙桂华说。

“如果当初没有来内蒙古，我可能就活不了，更不

会 有 今 天 ，感 谢 党 和 国 家 的 好 政 策 。”孙 桂 华 激 动 地

说。虽然在特殊困难时期被亲生父母无奈送走，但在

党和政府的关爱下能够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安家落

户，能够得到养父母跨越地区、民族、血缘的爱，孙桂华

倍感珍惜。

如今的孙桂华已经尽享天伦之乐，在她和老伴儿的

悉心教导下，儿子和女儿已经成家立业，不用老两口操

心。孙桂华说，是草原用母亲般的爱滋养着这些孤儿的

幼小生命。作为“国家的孩子”，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份爱

传递下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温情乐章。

孙桂华孙桂华：：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记者 刘洋 实习生 朱明月

家住松山区太平地镇的张志强对于儿时的记忆显得

有些模糊，“听我舅妈说，来赤峰的时候体质不好，小肚皮

血管都能看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志强与其他孤儿为

了逃避饥荒，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后

来他被赤峰的一对夫妇收养，得到了万般宠爱。

为了保护张志强年幼的自尊心，养父母不允许亲戚

街坊谈及他的身世，一直被爱包围的张志强直到养父母

去世还不知自己是被领养的。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

张志强的生活可谓十分优越。“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很

好，家里买的干粮自己随便吃。养父是干部，凭粮本每个

月家里都可以有面吃。”

与此同时，家里也非常注重对张志强的文化教育，一

直将他供到高中。毕业之后，张志强参与到生产队建设

中，后又到苗圃和酒厂工作。2010 年，他看中畜牧业的发

展前景，开启了家庭养猪事业。几经波折与磨砺，勤劳肯

干的张志强终于获得了回报，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家里的

日子蒸蒸日上。如今，张志强膝下 3 个儿女早已成家立

业，他也不用过度操劳，与妻子依靠饲养几十头猪的收入

和每个月 3000多元的退休金乐享生活。

自 2000年起，张志强开始南下江苏宜兴寻亲，回想当

时的场面，他依旧历历在目。“当时场面很大，有好几千

人，但是没有信物找人太难了！”虽然 3 次寻亲未果，但是

张志强依旧满怀希望。“没想其他的，就想找找自己家在

哪儿。”谈及对赤峰的感情，张志强多次提到“感谢”，他

始终感念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怀，坦言自己的根早已深

深扎进赤峰这片热土。

作家萨仁托娅曾说，到了草原上以后，我发现草原的

人从来不称呼谁是孤儿，他们在那儿被统称为“国家的孩

子”，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孤”只有“亲”。“三千孤儿入

内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是民族团

结的伟大象征，是跨越时间、地域、血缘的赤诚博爱。这

种爱在众多“国家的孩子”心里闪闪发光，点亮了他们成

长前行的道路，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

张志强张志强：：我的根就在这里

□记者 刘洋 实习生 朱明月

在与松山区安庆镇刘桂云交谈过程中，她脸上洋溢

的笑容令记者印象深刻。回忆起过往，她语重情深地分

享起与养父母难忘的生活点滴……

1961 年，刚出生几个月的刘桂云被养父母抱养回

家。“听养母说，她刚到福利院时，我就一直瞅她，她一走

我就哭，后来就抱养了我。”刘桂云说。或许，这就是命中

注定的母女缘分。与同村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相比，刘桂

云作为独女，享受着几倍的疼爱与呵护。刚来到家里，她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瘦瘦小小，养父母特意给她买了一只

奶羊，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年代罕有的月饼吃。这些开销

对于一向节衣缩食、生活拮据的农村父母来说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孝顺的刘桂云也非常懂事，13 岁就开始担水，

主动帮父母分担家务。

17 岁那年，刘桂云的幸福生活突遭变数，养父身患重

病，养母身体也不好，家里的顶梁柱倒下，大笔的医药费

需要支付，成绩名列前茅的她主动选择辍学照顾父母，用

柔弱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家庭。

虽然小时候听说自己并不是父母亲生的，但是刘桂云并

没有在意。直至后来成家，她才从父母口中证实自己是“国家

的孩子”。她深知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关爱，为了回报恩情，她

响应村里号召，在没有钩机、推土铲的年代，与同伴一起修缮

了灌溉渠，还参与了村里修建国道的工程。背筐扛土磨破了

衣服和肩膀，烈日灼灼晒黑了面庞，但是她没有休息，也没有

退后，始终坚守在岗位第一线，为村子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

份力量。

天生要强，是记者与刘桂云交流过程中的深刻感

受。年轻时，她照顾老人，做小生意补贴家用。丈夫去

世后，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在国家优惠政策

的 扶 持 下 ，独 自 承 包 了 80 亩 地 ，凭 借 着 勤 劳 的 双 手 把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如今，刘桂云的两个儿子已经成

家立业，除了偶尔去帮忙带带孙女，她更多的时间是待

在自己的小院里，侍弄一方小菜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

有条。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草原母亲给我第二次生命。没

有这么好的民族政策，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刘桂

云对这片土地、这里的人充满着深深的感恩。

刘桂云刘桂云：：感恩是对“小家大国”的动情回应

白音查干草原。马天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