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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被拐 8 年 微博寻亲回家

被拐 8 年后，16 岁少年竟通过微博找到

了自己的亲人，并成功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27 日，此事在“东方法眼”网站上爆出，

引发了众多网友围观。网友们在为这名少年

的幸运经历送出祝福之时，也寄希望能通过

微博平台拯救更多被拐卖的孩子。

少年自学上网找到堂哥

2004 年，8 岁的文竣被拐卖到福建省泉州市

一户黄姓人家。 黄家人对他不错，视如己出，可在

他心里，家乡和父母的模样却始终难以磨灭。 两

年前，不愿继续读书的他被带到东莞打工，在此

期间，他学会了上网。

去年 11 月，凭着儿时记忆留下的“下司”、“凯

里”这两个地名和父母、堂哥的姓名，他试着在网

上搜索相关信息。 终于，文竣找到了一个昵称为

“文廷海”、学校显示为“下司民族中学”的腾讯实

名微博。 几经交谈并交换了基本信息和照片后，

文竣兴奋地确定———电脑那头的人就是他一直

没有忘记过的堂哥。 得知消息的文家人也都欣喜

若狂。

今年 1 月 8 日， 堂哥文廷海和文竣之父文兴

华等人一同赶往东莞与文竣团聚。分别 8 年之久，

文兴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多年来，

我们四处张贴寻人启事，还嘱托老乡到外省去寻

找，但始终没有他的音讯。 ”8 年未见的父子抱头

痛哭。 文廷海在微博上更新道：“我弟弟回来了。 ”

次日，他们一同踏上回麻江下司老家的行程。

心提示

核

网友感叹微博强大

27 日，此事被“东方法眼”的两名网友

发到了该网站上，随即在微博上引起热议。

网友祝福方家人的全家团圆， 感叹微博力

量之强大的同时， 还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

培养孩子的自救意识。

腾讯网友 @ 小一素面朝天评论说 ：

“孩子，好样的！这件事提醒我们：在对孩子

的早期教育中，家庭无论贫穷或者富有，家

长都应该让孩子树立对亲人信息的牢固记

忆和自救意识。 这样孩子才能在力所能及

的时候，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还有部分网

友联想到了身边亲人的类似遭遇，如“青鸟

cy”：“我表弟被拐的时候只有三岁半，现在

应该十六七岁了，小维维，你什么时候才回

来啊！ 望上天眷怜……”

更多的人则是希望全社会都行动起

来，发挥各种平台的威力，让更多被拐儿童

能早日回家。 （据《南方日报》）

江苏常州 12 名硕士当城管 网友称浪费人才

“硕士研究生当城管队员，这不是浪费吗？ ”

27 日， 有消息称常州城管一线执法部门共有 12

名硕士研究生，而且这些硕士城管队员中有的就

是从事沿街巡查工作。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

议。 面对热议，这些硕士城管队员和城管部门表

示，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浪费，城管工作需要了解

法律、技术等方面知识，越来越需要高素质人才。

网友热议：常州 12 名硕士当城管

27 日，常州网友“一字三毛”发帖说，“常州市

城管队伍中有 12 名硕士城管队员，这不由让人大

跌眼镜。 ”

这位网友说，眼下硕士生比以前多得多。 但

是，不论怎么样，硕士这样的“专门人才”，理应在

各自领域从事较为前沿的研究、 较为重要的工

作，可是硕士生在常州，已经沦落为走街串巷的

城管队员。“沿街巡查，这样的工作，中学毕业生

干，又哪里干不好？ 说不定会做得更出色。 ”

该帖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网友说：“这是高学

历的人从事低学历水平的职业。 ”还有的人认为，

因为公务员待遇好，所以不管什么行业，都会有

人争着去报考。

不过，也有网友说：“现在全民文化程度在不

断提高，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很大的

推动，硕士参与城市管理，一定会推进城市管理

水平提高和有所创新，是好事！ ”

硕士城管队员：已经适应了工作

针对网友的热议，记者 27 日采访了常州几名

硕士城管队员。 金坛城管大队的“硕士城管队员”

董彩英本科学的是园艺，硕士读的是蔬菜学。 董

彩英告诉记者，她 2008 年硕士毕业后就备考公务

员，报考的是“行政执法”，当时对这个职位也没

有多想。 2009 年刚走上岗位那会儿，家里和周围

的人不理解，心里还是有些落差的。

目前，董彩英是金坛城管大队二中队女子组

的班组长，另外还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 她说，自

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个工作，“专业知识是彻

底抛弃了，但是我的学习能力在啊！ 这个岗位挺

能锻炼人的，我觉得收获很大。 ”

27 日下午，记者采访硕士城管队员杨斌宇的

时候，他正在常州市区广化街边上一条巷子里巡

查沿街店铺。他是 2003 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城

管部门，之前学的是财会专业，当时之所以报考，

也是因为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 进入城管部门

后，出于“充电”的考虑，杨斌宇又报考了公共管

理专业，读的在职研究生。

杨斌宇说，他不认为一个硕士生去做城管是

种浪费。

城管部门：越来越需要高素质人才

27 日， 常州市城管支队相关人士介

绍，目前一线城管大队中，一共有 12 名硕

士研究生， 这些研究生都是通过公务员招

考进来的，有的是全日制研究生，有的是在

职研究生，所学专业也各不相同。

钟楼区城管大队拥有的硕士队员最

多，该城管大队副大队长石磊认为，城管工

作非常具体而复杂， 城管队员要了解法律

法规方面的内容。而且，城管不是仅赶赶小

贩，城市管理的内容非常复杂，管理的要求

各不相同。面对当事人和周边群众，城管队

员要有语言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另外， 今年常州市将建设智能化城管

系统，会运用网络计算机技术，对市容等进

行实时监控。 所以这些都需要高学历甚至

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才。

“这些高学历人员都在一线，就是要让

他们深层次了解基层工作， 有些人已经一

步步走向领导和管理岗位。 这些硕士生基

本上都是 80 后，是通过公务员招考考进来

的。 ”石磊说。

为什么流动摊贩配合管理时， 围观的

百姓还是会吼上一嗓子打抱不平？ 为什么

文明执法却仍会有摊贩暴力抗法？ 高新区

城管行政执法大队高新中队队员、 苏州大

学高等教育学硕士毕业的王小霞， 在考入

城管队伍后就一直思考如何破解这些问

题。

和她一样，常州市城管队伍中的 12 名

硕士城管队员，也在努力着。

王小霞：和小贩谈谈心

去年 8 月才参加工作的王小霞是溧阳

人， 采访她时刚换部门， 从之前的规划中

队到了高新中队， 目前和同事一起负责龙

锦路沿街市容市貌的管理。 王小霞 27 岁，

本科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硕士毕业

于苏州大学， 两个专业分别是城市规划管

理和高等教育学。“读大学时，我对城管了

解很少， 知道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媒体报道

的城管打人新闻， 觉得城管工作不是很阳

光……”说到这，王小霞不好意思地笑了。

2011 年公务员招考时，王小霞发现常州高

新区城管执法大队的职位和她的本科专业

相符，于是毫不犹豫填报了志愿。

真正做了一名城管后， 王小霞却一度

困惑自己是否入错了行。“做城管以后，一

天 8 小时工作有 7 个小时是在路上。 ”王小

霞没有抱怨，在规划中队时，因为和本科专

业对口，她很快上手，在拆违等工作中崭露

头角， 调到高新中队后， 每天要巡查龙锦

路， 难免会遇到流动摊贩或店外出摊的店

主，此时，所学的教育心理学派上了用场，

“小贩也是基于生存需要，你和他们讲大道

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还有抵触情绪，有

时候我就和他们谈谈心， 引用些心理学上

的小故事，效果反而更好。 ”

王小霞说，作为一名硕士女城管，她并

不是没有压力，但父母、同学的理解和同事

的支持，是她能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李萌：做城管也要善于动脑筋

2010 年 8 月，李萌参加公务员考试，进

入钟楼区城管大队工作， 目前是荷花池中

队的城管队员。 李萌本科时就读重庆交通

大学交通管理专业， 毕业后考上东南大学

的研究生，专业是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本

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都和城管无关， 所以李

萌常说，能进入城管工作是机缘巧合。

李萌的妻子是武进人， 也是他研究生

时的同学。 2009 年 8 月，李萌的岳父生病，

两人只能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武进， 妻子

照料父亲，他自己则在武进找了一份工作，

并开始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 在查了招考

职位后， 他填报了不设专业要求的钟楼城

管职位。

“在进入城管之前，感觉城管工作的名

声不好，但到常州后，城管给我的感觉不一

样，没有暴力执法，城市也管理得很干净。 ”

作为一名硕士城管， 他在工作时更多地会

思考问题， 而不是简单操作，“有一次我们

在机械新村管理一个西瓜摊， 在我说服教

育后摊主很配合准备收摊，没想到，围观的

一群老年人开始为摊主打抱不平， 场面很

混乱。 ”那次执法经历让李萌很“受伤”，回

来后他仔细思考， 感觉群众产生误解和执

法的单一性、沟通的封闭性不无关系，在这

之后， 他每次执法都会事先向围观群众解

释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 让小贩和老百姓

心服口服。 （据人民网）

文竣称，电脑显示的人就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过的堂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