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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定电（记者李连成）近日，保定

市曲阳县的贡建宏先生拨打本报热线求

助，寻找当年的老战友郭国良。

贡建宏今年62岁，1976年入伍后，在

北京军区后勤独立安装营一连勤杂排勤

杂班做了一名通讯员，1974年入伍的郭国

良当时是勤杂排炊事班的班长。两人同

在保定市易县奇峰塔做后勤建设工作，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两人失去了联系，贡建宏只知

道郭国良的老家在石家庄市行唐县，

今年大概 65岁左右。

如果你知道郭国良的消息，请拨打贡
建宏的电话15511238887告诉他。

80岁弟弟寻找87岁姐姐

一晃70多年过去了，80岁的张金亭现在定居

在石家庄，儿孙满堂，生活美满。大姐张银秀也已

九旬高龄，四世同堂，身体也还很硬朗，还能骑着

三轮车去卖废品。大姐的住处离他这里不远，虽

然姐弟俩年纪都不小了，但也时常来往。

也许是人上了年纪愈发重视亲情，看着自己

和大姐现在的幸福生活，张金亭总会想起小时候

的事，想起苦命的二姐。“也不知她到底去了哪儿，

是不是还在人世。”闲暇之余，张金亭常和一些老

朋友念叨这桩心事，也会请他们帮忙出主意。这

一次，他特地来到报社求助，希望通过媒体寻找失

散70多年的二姐。

张金亭说，他跟二姐失散时年纪还小，很多事

情记不清了。据大姐回忆，二姐张春秀好像是属

猴的，今年虚岁87岁。

沙河田安小区停车难

本报驻邢台记者 张会武 文/图

“车位没办卡不让进，办了卡车位满

了还是不让进！”近日，邢台沙河市田安小

区的业主们纷纷向本报反映小区停车难

的问题，9月6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沙河市田安小区业主陈女士告诉记

者，最近因为停车的问题，她与小区物业

和门卫闹了好几次不愉快。有一天她晚

上回来晚了，开着车正准备进小区时，大

门口的感应装置上显示“车位已满”。门

岗以没有车位为由，拒绝她的车进小区。

陈女士几经交涉后总算是把车开进了小

区，却发现小区内还有不少车位，这让她

很生气。“物业让办卡，我办了。为什么还

会发生这种事情？”

9月6日上午，记者在田安小区大门口

看到，一个警示牌上写着“非本小区车辆

禁止入内”，两名门岗正在执勤。一辆绿

色的快递车停在一旁，快递小哥说，以前

还能进小区把包裹送到客户家中，现在不

让进大门了，只能在门口打电话联系通知

收件人来取件。

小区门口安装了一个升降门，中间设

有感应装置，有车辆需要进出时，如果是

办了车位卡的车辆，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

该车辆的车牌号等信息，升降门自动升

起，没办卡的话升降门不会升起。在小区

内的南北主路东侧规划有停车位，西侧是

消防通道，上面标有“禁止占用消防通道”

的字样。

业主胡先生质疑，小区有的业主一家

不止一辆车，物业只允许办一张车位卡，

另外的车该怎么办？

还有业主表示，现在快递车、外卖车

都禁止进入小区，包裹和外卖只能自己跑

到小区大门口去拿，“交了配送费却没享

受到相应的服务，反而更麻烦了。”

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沙河市元洋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规划停车位是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

因为以前小区内车辆总是乱停乱放，万一

发生消防事故，消防车辆都进不来。该小

区共有700多名业主，规划了250个车位、

400余个车库，业主有车库的可以多办一

张车位卡，没有车库的一家允许办一张车

位卡。有些有车库的业主并没有把车停

进车库，而是停在了停车位上，还有一些

业主会把车辆停在楼前，不是所有车辆都

停在停车位上，而门口的感应装置记录的

是进入小区车辆的数目，这才出现了陈女

士反映的小区内明明有空位，系统却显示

“车位已满”的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已向领导反映

了停车难的问题，计划在小区内再多规划

些车位，以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至于业

主反映的快递和外卖车辆不能进小区的

问题，只要可以提供相关证明会放行。

当日上午，记者向沙河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房产管理中心反映了这一问题，工

作人员称将联系物业公司核实情况。

灾荒年代骨肉分离 一别70年杳无音信

八旬老人寻找
失散70多年的二姐

9月5日，八旬老人张金亭来到本报报社，向记者讲述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一段往事。

那时，他的老家平乡县遭遇灾荒，因为种种变故，他与二姐张春秀失去了联系。70多年来，

二姐一直杳无音信。人到老年，愈发想念至亲骨肉，张金亭希望能借助媒体的力量，寻找

失散的二姐，一家人早日团聚。 本报记者 卢伟丽 文/图

逃荒途中一家骨肉离散

张金亭告诉记者，他出生于邢台平乡

县河古庙乡高阜镇村东街，有个小名叫老

黑。父亲名叫张德新，母亲名叫董富荣。

家中兄弟姐妹四人，但弟弟很小就夭折

了，张金亭是老三，大姐名叫张银秀，二姐

张春秀。

张金亭回忆，1942年，家乡又是灾荒

又逢战乱，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村里的人

纷纷出去逃荒。当时张金亭的大姐张银

秀已经嫁到了附近的张庄，二姐张春秀则

被父母卖到了当时属于正定的谈固做童

养媳。4岁的张金亭跟着父母出去要饭，

一路走一路讨要，快走到正定城的时候，

父亲张德新饿死了，张金亭清楚地记得，

那天是1943年的正月十五。

“我爹没了，我娘就想带着我回老

家。”张金亭说，往回走的路上，他们还专

门去了一趟二姐张春秀的婆家，“我娘让

我去把二姐叫出来，告诉她爹死了，我们

俩也要回家了。”

然而母子俩最后并没有回到平乡

县。张金亭说，娘带着他往回走的路上，

走到了一个叫辛庄的地方，有人看他们母

子可怜，便做媒让他娘嫁给了村里的一个

光棍汉。从此他就跟着母亲在辛庄住了

下来。

二姐回乡寻亲再次被卖

在辛庄生活一段时间后，母子俩曾回

过一趟平乡高阜镇村，没想到却得到了一

个更坏的消息。

村里人告诉张金亭的母亲，张春秀曾

经回来找过他们，但他们母子都没回来，

十二三岁的张春秀只好独自生活，几个月

后，被本村的兵申媳妇卖给了人贩子。

母亲找到兵申媳妇质问，也想打听一

下女儿被卖到哪里了。谁知兵申媳妇说，

她当时把自己的女儿和张春秀一起卖给

了人贩子，也不清楚她俩去了哪里。兵申

媳妇把卖张春秀得到的5元钱给了张金

亭的母亲。“没有办法，我娘只好拿着这5

元钱回来了。”张金亭说，从此二姐便像一

只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没有消息。

“老班长”郭国良
你的战友在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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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亭寻找姐姐张春秀张金亭寻找姐姐张春秀

如果你知道有关张春秀的线索，认识与她
有类似经历或者跟张金亭长得相似的老人，请
拨打本报热线0311-88620000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