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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民政部全国救助寻
亲网正式启用后，市救助管理站抽调专人成
立寻亲甄别小组，认真整理历年来滞留人员
的相关资料，多措并举进行甄别救助工作。

寻亲甄别小组成员利用多年积累的救
助经验，如口音、地域信息等，通过与被救助
者进行近距离沟通的方式采集有效信息。
同时，他们还联合公安机关通过DNA采集
比对、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甄别受助者身份
信息。

记者从市救助管理站获得的一组数据
显示：20余名业务精英、5个寻亲甄别小组、
一年甄别210名身份不明受助者、发布寻人
启事190余个、帮助152名受助者顺利回家。

“去年一年，我们帮助152名滞留救助
管理站的人员与家人团聚。对于无法确认
身份且寻亲无果的滞站人员，我们在妥善安
置的基础上，还会启动长期滞留无户人员申
报户口程序。”王铭安说，洛艺芯等30人正
是首批成功落户洛阳的受助者。

□记者 余子愚

“烈士介凤竹的后人找到
了，他们住在新安县石寺镇石寺
村。”13日上午，石寺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致电记者。11日，记
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为实现父
亲寻找战友、烈士介凤竹后人的
遗愿，新安人张建营通过微信发
布寻人启事。介凤竹是中共党
员，新安县石寺镇人，牺牲于
1948年。记者查找《新安县志》
等资料，并联系石寺镇政府帮忙
寻人。

他决心寻找父亲战友、
烈士介凤竹的后人

9日，57岁的张建营从郑州
回到久违的家乡新安县北冶镇，
在和亲友叙旧时，亲友们提议举
行张金祥纪念活动。

张金祥是张建营的父亲，生
于1926年 4月 26日，1947年 7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
任班长、副排长、排长、宣传委
员、连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
张金祥先后参加了15次战役，
荣立特等功两次、大功一次、三
等功一次。

1954年，张金祥由部队转业
到洛阳工作。1985年，他被中共
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

“1984年度河南省司法战线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同年还被推选
为新安县人大代表。1985年 4
月8日，他因车祸不幸以身殉职，
时年59岁。

“父亲已去世34年，值得纪
念，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战
友们，更值得纪念。”张建营说，
他想起父亲生前经常念叨战
友、烈士介凤竹，趁这次回乡，
他想寻找介凤竹的后人，传承父
辈的友谊。

本报助力，找到烈士
介凤竹的后人

11日，一则“寻找新安县烈
士介凤竹（珠）后人”的寻人启
事，在新安人的朋友圈广为转
发。发布信息者是张建营的好
友、新安县城关二中历史教师王
联伟。

寻人启事显示，介凤竹，又名
凤珠，新安县石寺镇人，生于
1916年，牺牲于1948年，其他信
息不详。

《新安县志》革命烈士英名录
记载，介凤竹，男，生于1916年5
月，新安石寺人，1945年1月参
加革命，中共党员，1948年5月
在孟津白鹤牺牲，职务为连长。

“《新安县志》的记载不准确，
经过考证，介凤竹牺牲应该是在
解放南阳淅川县城时，当时张金
祥身负重伤。”王联伟说。

12日，记者联系新安县石寺
镇政府，请他们帮忙寻找介凤竹
的后人。13日上午，石寺镇相关
负责人蔡红利致电记者：“经过向
群众打听，烈士介凤竹的后人找
到了，他们住在新安县石寺镇石
寺村。”

得知找到烈士后人他
非常高兴，将尽快会面

《介氏家谱》记载，介凤珠，原
名介连生，妻张氏。遗憾的是，两
个人没有子女。

“介凤竹是我的二爷，我的父
亲是他唯一的侄子，2017年因病
去世。”44岁的介春波说，他们兄
弟三人，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二爷
的英雄事迹。

介春波住在新安县城，68
岁的母亲在老家生活。得知张
建营在寻找他们，介春波很感
动：“感谢大家还记得烈士介凤
竹，我很期待和张建营先生尽
快相见。”

13日，记者联系张建营得
知，他因公务正在国外，得知已找
到介凤竹的后人非常高兴。他回
国后将尽快到新安，拜访介凤竹
的后人。

近期，市救助管理站为72名长期滞留无户人员申报户口
其中首批30人已落户洛阳成为我市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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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助力
烈士介凤竹的后人找到了

□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李蔚君 文/图

3月15日上午，在市救助管理站设在洛阳东都医院的代养安置区内，70岁的洛
艺芯从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手里接过自己的身份证，她盯着身份证上的照片看
了又看，而后面带笑容说：“这照片上的人跟我长得一样。”

对正常人来说，申报户口、办理身份证是件简单的事儿，可像洛艺芯这样患有
精神疾病的“三无人员”，想拥有一个正式身份不那么容易。

头戴宽边帽、身穿深蓝色呢子大衣、脸
上泛着红光……若不与身前这位老人进行
言语交流，记者很难发现她是曾患有严重精
神疾病的流浪乞讨人员。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内，这位洛阳口音的老人逢人就说自己
叫“白玉郎”，家在老城区治安街。

2014年4月29日傍晚，市救助管理站
医疗救助科负责人崔浩毅在西工区一废弃
工厂内的垃圾堆旁发现“白玉郎”后，当即对
她进行紧急救助。在“白玉郎”接受治疗期
间，崔浩毅等人数次到老城区治安街走访寻
找她的家人，但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虽然
寻亲无实质性进展，但好在由于治疗及时，

“白玉郎”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市救助管理站收留了包括“白玉

郎”在内的72名流浪乞讨人员，他们均患有
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且都属于无户口的

“三无人员”，即由民政部门收养，无生活来
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

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王铭安说，为更好地
保证“白玉郎”等长期滞留无户人员的合法
权益，促进他们重新回归融入生活，按照相
关规定，近期，该站联合辖区邙山派出所着
手为他们申报户口。

眼下，“白玉郎”有了新的名字——洛艺
芯，和她遭遇相似的另外29人也有了新的
身份和姓名。“洛艺芯、洛明文、洛思仪、洛开
平……在洛阳人民的关注爱护下，他们才有
了新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姓洛，洛阳的洛。”
王铭安说。

洛艺芯、洛明文、洛思仪……他们都姓洛阳的洛

在办理这些“特殊户口”过程中，公安机
关会把采集到的洛艺芯等人的DNA信息
录入相关系统，方便今后根据这些信息，及
时发现其真实身份信息。同时，民警会在人
口信息系统中加注“存疑人员”信息，待今后
进一步核实身份后再做出相应处理。

对于长期滞留无户人员办理户口登记

后确认其有其他户籍身份的，公安机关经调
查核实后，注销其登记的户口，原户籍地户
口已注销的，应予以恢复。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洛艺芯等人有
了正式身份后，他们将能享受到特困补助、低
保等保障性福利，这也有利于他们重新回归
融入社会，相信他们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美好。

有了正式身份后，他们将享受更多保障性福利

抽调专人成立寻亲小组，去年曾帮助152人回家

《介氏家谱》记载的介凤珠信息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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