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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韩霖 特约记者 李耀武 文/图

16日，本报持续关注、走失10多
日的余冠霖平安回家了。（详见本报11
日A06版、17日A09版报道）小冠霖
的事情引起了市民广泛关注，本报记
者跟随办案民警，走访了帮助小冠霖
的热心人，讲述背后的故事。

刚开始，好心姐姐将她带回
了家

5月3日下午，肖丽琳娜在七里河
附近遇到了余冠霖。

“当时她一个人坐在路边，低着头
不知道在玩什么，我就上前问她。”肖
丽琳娜说，“开始她什么都不肯说，后
来见我要走，她就说想跟我一起回家
玩玩。”

“眼看天色不早了，我就想先把她
带回家再报警。”于是，肖丽琳娜便将
余冠霖带回自己位于芳菲路河洛世家
小区附近的家中。

将小冠霖安顿好后，肖丽琳娜想
打电话报警，却被小冠霖拦住了，她说
自己和父母说过了，出来散散心，住一
晚就走。

第二天一早，小冠霖就出门了。
快晚上时，她又回到肖丽琳娜家，说自
己去上学了，中午回家跟父母说过了，
要在这里暂住。

就这样，小冠霖在肖丽琳娜家住
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她没有再回来，
别人说见她在附近广场上玩。”肖丽
琳娜说，“我以为她已经回家了，就没
在意。”

随后，在广场附近开超市的杜先
生见到了小冠霖，在与金谷派出所发
出的寻人启事核对后，报了警。

热心的饭店老板，曾多次叫
她到店内吃饭

昨日9时许，记者见到了小冠霖，
在爸爸妈妈陪伴下的她很活跃。当被

问到在这离开家的10多天里有没有想
家时，她却跑开了。

小冠霖走失期间经常逗留的广
场附近一家饭店的老板刘先生说，
他多次看到小冠霖一个人在附近玩
耍，还叫她到店内吃饭，但问她啥她
都不说。

“有一次我趁她吃饭时给派出所
打电话，不小心被她听到了，她飞快地
跑了，以后就再也没到店里来。”刘先
生说。

在小冠霖离家的这10多天里，好
心人都多次试图帮她回家，她却有意
躲避，并多次表示“想在外面玩，不想
回家”，这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讨论：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
长很重要

家住河洛世家小区的魏女士说：
“有孩子后，家庭生活压力会不断增
大。做父母的难免会因为不顺心的事
而拌嘴，经常处于这种剑拔弩张的环
境中，孩子难免受影响。”

小学教师方老师说，家长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成长教育至
关重要。家长的一些行为，有可能在
孩子身上映射出来。因此，在教育孩
子时，家长要以身作则，对于孩子身
上出现的问题，要因势利导，切勿简
单粗暴。

洛阳理工学院教育学博士、洛阳
家庭婚姻研究会副会长韩少华表示，
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孩子产生归属感
的根源。家庭不和睦，会让孩子恐惧，
从而逃避，严重的会导致孩子离家出
走。“家庭问题会对儿童心理成长带来
巨大影响，也会影响其性格。后天常
表现为生活不规律、人际关系处理不
当、婚后关系紧张等。当然，也有少部
分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或经历进行补
救，但收效甚微。”

韩少华建议，家长无论多忙，都要
抽时间陪孩子，在与孩子交流时，要遵
循平等、尊重、独立的原则。

□记者 郭秩铭 见习记者 陈涵晗
文/图

说起股票，很多市民都不陌生，
可您见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股票”
吗？近日，市民郭先生从家中翻出一
张1956年的“股票”，想让《洛阳晚报》
记者帮忙问问这张“股票”是否还能
兑换，或者有没有收藏价值。

无意间翻出半个多世纪前
股金总额约370元的“股票”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在郭
先生家中见到了这张已有59年历史
的“股票”。

这张“股票”约有A4纸大小，纸张
已破损、泛黄，但主体部分保存完好，
字迹也很清晰。“股票”一面，在浅绿色
的底色上，印有“股票”两个大字，构成
背景，上面写着这是“洛阳市公私合营
企业股票”，企业名称为“公私合营民
生制药厂”，创设年月是“公元一九五
六年元月”，股东姓名“郭××”，股金
总额为“叁佰陆拾陆元贰角”。此外，
上面还盖有公方、私方的印章。

“股票”另一面，以表格形式列
出从1956年到1961年每年、每季度
的利息，但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字迹
已看不太清楚了。

郭先生说，这张“股票”是他父亲
的。“20世纪50年代那会儿，我父亲
在做小生意，可能参与了公私合营，
才有了这张‘股票’。以前我听他提
过这张‘股票’，但是从来没见过。”郭
先生说，父亲几年前去世后，他们也
忘了这件事，最近在家里找东西时，
才把这张“股票”翻了出来。

时代变迁，“股票”恐难兑换

“那会儿，很多普通职工一个月

工资也就一二十元，‘股票’上显示
的 366.2 元股金在当时可是不小一
笔钱呢。”郭先生说，翻出“股票”
后，他琢磨着现在是否还能把“股
票”兑换。

为此，记者与民生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取得联系。一名负责人表示，过
去半个多世纪，当年的洛阳民生制药
厂经过多次重建，已经从曾经的国有
企业改制成了现在的私企，原来发行
的“股票”已经不能在现在的企业进
行兑换了。

记者查询相关信息发现，1979
年 1月，国家出台《党对民族资产阶
级政策问题》规定：“公私合营时股票
股息发放到1966年 9月结束，现有
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前
应领未领股息是可以的。”接着财政
部又在当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
私股股金。1983年2月，中共中央统
一战线工作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
定：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
至1966年第三季度，公私合营资产
（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
不应退还本人。

记录历史变革，具有一定的
收藏价值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
20世纪50年代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大小私有工商业企业被收为国家
所有，这些企业的所有人和一些私营
个体劳动者也获得了相应的股权，因
此郭先生家的这张“股票”当年在全
国有很多，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私
营工商业发达的城市。

“这些‘股票’算不上文物，但也
是国家历史变革和一些企业发展历
史的见证，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希望
家里还有这些东西的市民好好保
存。”王支援说。

10多天里，小冠霖先后被两位好心人收留，因不想回家她还撒了谎
对她走失期间多次说“想在外面玩，不想回家”的话，专业人士表示，对孩子来说——

家庭和睦、平等交流、陪伴很重要
20世纪50年代的“股票”，
您见过吗？
其恐难兑换，但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小冠霖和她的爸爸（右三）及帮助她的热心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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