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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若馨 文/图

56岁的邢为民在栾川县城经营一家文
印店，业余时间，他喜欢背着相机四处拍照。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栾川县狮子庙镇张岭
村摄影采风时意外得知，该村村民王成娃的
儿子王建辉离家20年未归，他便用手中的相
机开始了记录。近半个月的时间内，他先后
到王家18次，录制了16段视频发布于网上，
让他没想到的是，奇迹真的发生了……

19日上午，邢为民带上挎包，背上相机，
又一次踏上去王成娃家的路，这次，他要做的
依然是用相机进行记录。

现场“你是俺家的恩人啊”
张岭村距县城40多公里，雨后的山路泥

泞、湿滑，邢为民驾驶汽车小心翼翼地前行。
“王伯，听说建辉回来了，他在哪儿？”邢

为民刚迈进王成娃家的门，就情不自禁地
询问。

看到邢为民来了，78岁的王成娃拉着老
伴儿的手，走到邢为民面前跪了下来。“你是
俺家的恩人啊！”王成娃眼含热泪地说，“要不
是你，俺都见不着建辉了。”

这一幕让邢为民始料未及。“你们这是弄
啥，”他赶紧扶起老两口，“人回来了就中嘛。”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房门口站着一个抱
着孩子的男人，他就是邢为民口中的“建辉”，
即王成娃夫妇离家20年刚刚回家的儿子。

经过 他拍下16段视频帮助
老夫妇寻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时间拉回一个多
月前。

6月28日，邢为民到张岭村采风。在采
风途中，他偶然听说村里有对年迈的夫妇一
直在寻找20年前离家未归的儿子。

“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个满头白发、走路还
跛脚的老母亲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
邢为民说，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不管结果如何，
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帮这对无助的父母。

咋帮呢？邢为民想到了自己不久前注册
的抖音账号，“拍些视频传到网上试试，万一
有人看到了呢”。

就这样，从那以后，邢为民多次来到王成
娃家，用手中的相机录了16段视频，把两位
老人的生活现状和对儿子的思念都记录下
来，并制作成“寻找王建辉”的系列视频，发布
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

“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邢为民说，不仅如此，这些视频还获得了今日
头条、西瓜视频等平台的官方公益推介，“几
乎每个视频的播放量都有一两万，点赞数平
均四五百”。

与此同时，邢为民的抖音账号后台还收到
很多网友发来的私信，有给他提供线索的，有出
谋划策的，还有也想寻找家人向他求助的……

转折 确认过“暗号”，这是他
要找的人

各种信息纷至沓来，邢为民有了新的烦
恼，从县城去王成娃家一次不容易，万一“王
建辉”找上门来，怎样辨别他是真是假？为
此，他想到一个“暗号”。

“我之前问过王伯，建辉生日是农历六月
初二。”邢为民说，能回答出“六月初二”的人，
基本就可以确定是王建辉本人。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7月 11日，那天正
好是农历六月初二。当天早上，邢为民像
往常一样打开手机，一条信息吸引了他的
注意——“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建辉”。

激动之余，邢为民想起了那个“暗号”，赶
紧按照对方留下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邢为
民问对方：“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对方回答：

“今天俺正好50岁。”
王建辉告诉邢为民，他20年前因为家庭

琐事出走，一直很懊悔，中间也想过回来，可
害怕父母不接受他，加之自己已在浙江宁波
定居并组建了家庭，平日里忙于生计，回家的
事就这么搁置了下来，直到老乡把邢为民拍
的视频发给他。他看到视频中年迈的父母，
听到母亲对着镜头说，在他离家后，每年到他
生日，都会煮两个鸡蛋放在他住过的房间里，

“愧对爹娘，俺想回家”。

未来 他希望借助网络帮助
更多人

王成娃夫妇拉着邢为民，不停地说感谢的
话，邢为民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没做啥。”

从王家出来后，邢为民告诉记者，这次拍
摄“寻找王建辉”系列视频并以此助力一个家
庭团圆，他真切地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也
因为这件事，他原本只有5000个粉丝的抖
音账号增加了近两千人，且直到现在，粉丝还
在增加。

“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关注和信任。”邢
为民笑着说，他计划今后拍摄更多的公益视
频帮助他人，“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到别
人，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记者 贾臻 通讯员 陈昕 谢
静 文/图

■人物简介
姓名：王庆仁
职业：个体经营者
最幸福的事儿：看到更多人

加入学雷锋的队伍。
最快乐的事儿：看到贫困学

子健康、快乐成长。

昨日，记者来到洛龙区英才
社区河洛文化村王庆仁的家，看
到一张张汇款单、捐款凭证和受
助者寄来的感谢卡，它们背后是
一个个充满爱心的故事。

66岁的王庆仁在涧西区广
州市场经营一家文印店。从
1994年开始，他扶危济困、支持
市政工程建设等，目前通过捐款
凭证可查询到的资助对象有千
余人，遍布全国。

“我是唱着学习雷锋的歌、
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的，雷锋是
我的偶像。”王庆仁说，小时候家
里穷，大人很少给他买书，但一
本名为《雷锋》的连环画他一直
珍藏着，从那时起，雷锋精神就
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1998年，从媒体上了解到
帮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后，
王庆仁和爱人萌发了资助贫困
学生的念头。

“当时家里生意遇到了困
难，但想到孩子上学是一辈子的
事儿，我和爱人坐不住了。”王庆
仁说，他们立刻联系受助人王丽

（化名），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后，
不仅资助王丽完成了初中学业，
还让王丽的姐姐到店里工作。
从此，两家人亲如一家。

逢年过节，王丽姐妹俩都来
看望王庆仁一家人。“端午节，姐
妹俩亲手包了粽子送过来，说家
乡变化很大，她们也开始资助学
生。”他说，看到姐妹俩帮助他人
感到很欣慰，爱在传递是他最想
看到的。

王庆仁的手机里，保存着不
少求助信息截图。“有些节目一
闪而过，求助信息无法一一记
住，我拍照后记下来再向公布的
账号汇款。”王庆仁说，报纸、广
播和网络求助信息都是他关注
的重点，哪里有孩子需要帮助，
他就会捐款到哪里：重庆市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小学，
1000元；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
多巴镇黑嘴尔小学，1000元；向
广西慈善机构汇款2700元购买
300本《新华字典》，送给贫困山
区的孩子们……现在，王庆仁和
爱人设立了专项爱心基金，每月
从生活费里拿出来1000元，捐
给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平台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经常去邮局汇款，工作
人员都认识他，大家都说他是活
雷锋。”王庆仁的爱人说。

“小时候，我们总是不理解
父母的做法，他们平时省吃俭
用，却把省下来的钱给别人。”王
庆仁的大儿子告诉记者，随着年
龄的增长，他们耳濡目染父母的
爱心行为，也跟父母一起将爱不
断传递。今年，河南遇到特大暴
雨，两个儿子纷纷捐款。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
爱心，处处可为。”王庆仁家的
墙上挂着这样一幅字，他说，
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这个
普通家庭的家风。这一家人用
行动感染着身边人，传承着雷锋
精神。

■人物心声：哪里有孩子需
要帮助，我就捐款到哪里。

■记者感言：雷锋是他的偶
像，20多年来，他用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用善举感染身边人。王
庆仁，好样的！

1次偶然、16段视频、18次入户
他助力寻子20年的老夫妇圆梦

20多年来，王庆仁资助千余人，遍布全国，
他的人生信条是——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
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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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仁和爱人整理捐款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