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1

06A
2016年12月2日 星期五

编辑／亚恒 首席校对／江华 组版／洪岭

□记者 郭学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在青海茫崖戈壁罹难的他离回家的路不远了。此前，
四川警方发布消息，经多方调查，该男子的身份初步确定为四川巴中人李中华，最
终确认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昨日，我们辗转联系到了李中华的家人，在她们的记
忆中，我们看到了李家人心中这位英雄的“模样”。

对于李中华为何离家后
一去不回，邓光明猜测，可能
受那个年代“重男轻女”观念
的影响，李中华因为生了3个
女儿，心里有负担。

根据李家人对李中华
的模糊记忆，众人拼凑了李
中华从部队返乡后的大致
经历——受伤返乡后，他被
贵州铁路局招收修建铁路，之
后到贵州桐梓一砖场务工。
接下来，他到新疆若羌米兰农
场工作，之后便失去了联系。
其间，李家人给农场写过信，
但收到的回信说农场已倒闭，
联系不到李中华。

在李家人的记忆中，他们
没听说李中华去过洛阳，那份

陪伴李中华半个多世纪的《洛
阳日报》从何而来，李家人也
解释不清。邓光明告诉我们，
李中华是小学文化水平，认识
不少字，“可能后来有了看报
的习惯吧！”

“如今，我们有了疑似父
亲的消息。起初，我们的情
绪有些复杂，现在也一点点
接受了。媒体、警方都很关
注我们，你们为帮他寻找回
家的路所作的努力，让我们
感到很温暖，谢谢你们！”李
菊兰说，她和三妹跟母亲商
量好了，如果最终确认青海
茫崖戈壁的遗骸就是李中
华，她们将安排人去大漠接
他回家。

待最终结果确定后，她们将接他回家

携带《洛阳日报》在戈壁罹难的男子身份初步确定为四川巴中人李中华
昨日，其远在四川的家人向我们讲述——

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家人心中的英雄

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我
们，邓光明老人身体硬朗，口
齿清晰，听力也很好。目前，
老人跟三女儿李秀兰生活在
一起，虽然生活俭朴，但母女
其乐融融。

邓光明说，李中华和她
同岁，他们在 1949 年结了
婚。在她看来，在 5个兄妹
中排行老二的李中华性格
好，个子高，长得英俊。他
们结婚一年多后，李中华外
出当兵。又过了几年，他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返回
家中。

当地民警介绍，李中华的
弟弟李中福说，当年，他的哥
哥李中华参加了抗美援朝，还

荣立了二等功。邓光明表示
确有此事，但因时间久远，她
已记不清李中华从部队返乡
的准确时间。在李家人心中，
李中华是英雄。

邓光明说，李中华从部
队返乡后，在家待了几年，其
间 ，三 个 女 儿 相 继 出 生 。
1958年前后，李中华说想去
外面打工，这一走就再也没
有回来过。

李菊兰说，父亲离家时自
己只有五六岁，虽然这些年，
她一直听母亲念叨父亲的名
字，但她的脑海中没有父亲清
晰的模样。父母唯一的一张
合影，也因常年受潮泛黄未能
保存下来。

抗美援朝中负伤返乡，他是家人心中的英雄

两日来，根据青海警方
及媒体同行提供的有限信
息，我们在洛阳努力寻找在
青海茫崖戈壁罹难的那名男
子的信息，希望尽快帮他找
到回家的路。11月 30日 17
时30分，四川省巴中市公安
局巴州区分局民警发来消息
称，逝者可能是巴州区的李中
华，他的妻子及大女儿、三女儿
尚健在……

昨日上午，我们在当地警
方及媒体同行的协助下，联系

上了李中华的大女儿李菊兰。
“我是《洛阳晚报》记

者……”
没等记者做完自我介绍，

电话那头的李菊兰便说道：
“晓得，晓得，他（李中华）身上
带了（你们报社的）《洛阳日
报》。”

今年67岁的李菊兰身体
硬朗，几天前，她来到三妹李秀
兰家看望 88 岁的母亲邓光
明。11月30日中午，当地派出
所民警到李秀兰家走访调查，当

母女仨听到“李中华”这个陌生
又熟悉的名字时，压在她们心头
半个多世纪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50多年来，邓光明总向女
儿们念叨丈夫李中华。“我们听
说他的遗物中有份《洛阳日
报》，还有防风镜、信件等物品，
信件上出现了邓光学这个名
字，但我们不知道邓光学是
谁。”李菊兰说，“我们等了他50
多年，如果他还活着，肯定要见
面，不过现在有他的信儿了，也
算个好消息。”

等了50多年，如今终于有信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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