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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瞬间]

还未离开
医务人员依依不舍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住了两年半，

木木可能要离开了。这个消息很快在

医院传开了，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病房

的医务人员又是高兴又是不舍。

昨天，青年报记者再次在儿童医

院，见到了木木。提及木木马上就要

离开医院，医务人员显得有些沉重。

昨天，医务人员特地给木木换上了家

乡带来的新衣服———一条漂亮的长

裙，鲜艳亮丽，还给木木戴上了外公

亲手编的帽子。

中午休息的时候，医务人员纷纷

拿出手机，轮流和木木留影；还有些

其他病区的工作人员也赶来看看孩

子。“ 生活了两年多了，大家都有感

情，临别前希望多留些回忆。”病房的

宋医生告诉记者，在大家心中，木木

早就是大家的女儿，照顾孩子是他们

共同的责任。

“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

看到白大褂就害怕，木木却特别依赖

白大褂。”青年报记者提出要抱抱木

木的时候，木木有些不情愿，把脸埋

在了宋医生的衣服里。”将来孩子离

开医院，我们所有的人可能会有很长

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我们衷心希望迎

接孩子的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在新生儿科病房长长的走廊上，

贴有很多孩子的照片，其中包括木

木，他们都曾经在这里住过，其中有

些已经离开医院，有些仍然在医院滞

留着。“ 每个孩子来到这里，我们都用

照片记录下他们的点点滴滴。希望他

们不在父母身边的日子，仍然有着美

好的记忆。”

“ 寄居”医院2年半的木木和母亲完成亲子鉴定 外公阿吉说

谢谢好心人 盼早点接她回家

女童“ 寄居”
医院两年半

孩子，终于有希望回家了！本报6月13日刊登了滞留儿童小木木寄居在儿童医
院长达2年半的故事，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木木的外
公和母亲出现了，他们的出现让大家感觉到了希望。昨天，木木已经和母亲麦尔艳
克孜在权威部门进行了亲子鉴定，目前正等待结果。如果一切顺利，木木很快就能
回到家人的身边。（ 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好心人几经辗转
终于找到了孩子的家人

木木是不幸的，从出生至今一直

生活在儿童医院新生儿病房，一待就

是两年半；但是她又是幸运的，她的

未来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好消息传来

的那一刻，很多人掉眼泪了：木木的

家人找到了！

袁先生就是无数好心人中的一

位。偶然的一个机会，他从媒体上得

知了木木的故事，第二天就立即和哈

尼女士来到了儿童医院。“ 见到孩子

的那一刻，我们就决定了，一定要帮

孩子找到家人。”袁先生说，看到木木

就那么一直待在医院的病房内，他觉

得心酸，孩子的将来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为孩子找家人的这一路，

走得并不容易。木木母亲当初离开医

院的时候，留下的线索只有一张照片

和一个户籍地的地址。带着这仅有的

一点线索，袁先生委托好友苏来曼找

到该地，却发现房子早已动迁。问及附

近的居民，根本没人见过照片上的人。

线索断了，大家一筹莫展。好友挺身而

出，赶来上海了解情况。“ 朋友拍下了

木木的照片，然后带着照片再回去找

孩子的父母，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好消息终于来了！在大家的努力

下，苏来曼终于找到了木木外公阿吉

的现在住址。可是，寻找继续一波三

折，当苏来曼赶去外公家时，阿吉却

外出做生意了。在驾驶了一个小时的

车程后后，苏来曼终于见到了木木的

外公阿吉。

得知自己远在上海有个2岁半的

外孙女，阿吉一脸的将信将疑，答应

问过女儿之后给回复，双方约定第二

天见面。见面的时候，阿吉又反悔了，

不愿意前往上海见孩子。苏来曼好说

歹说，阿吉终于答应和家人一起前往

上海。考虑到他们没有出过远门，袁

先生的另外两名好友艾沙汇和阿克

瓦尔主动提出陪阿吉一起去上海。

“ 这一路，真是要感谢太多的人，

每个人都想尽所有的办法。”袁先生

告诉青年报记者，任何一个环节出了

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木木与家人擦肩

而过。

外公赠手编帽子
希望给好心人最珍贵感谢

木木的故事被报道后，很多人曾

质疑孩子的家人：为何能那么长时间

不出面见孩子？

事实上，从听到孩子的消息后，

阿吉就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

“ 很难想象，我家的孩子在那么远的

他乡生活了那么久，” 看到照片上的

木木白白胖胖，阿吉激动之余，就是

感激，幸亏有那么多的好心人，虽然

都不认识。

阿吉全家条件并不好，在老家做

点小生意，卖的是手工编织的草帽。

“ 想到那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实在

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心意，我只能给

大家准备一些我自己做的帽子，每一

顶帽子都代表我们全家最珍贵的感

谢。”带着数十顶帽子，阿吉踏上了前

往上海的火车。阿吉不大会说话，只

能托新疆驻沪办公室副主任凯色尔

转达他的心意。

见到木木的第一眼，阿吉顿时眼

眶湿润了。“ 她肯定就是我家的孩子，

眼睛、神情、笑容都像。”阿吉说，之前

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外孙女，如

果早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让孩子住在

医院那么久。

由于经济问题，阿吉这两天先要

回到家乡，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

再回到上海接孩子。“ 想到离开的这

些天，就很难过。”阿吉说。

母亲也终于现身
曾悄悄回到医院看孩子

随着外公阿吉的出现，母亲麦尔

艳克孜随即也出现了。如今的麦尔艳

克孜刚刚结婚，瘦小的身体显得很是

疲惫。前天晚上，麦尔艳克孜和丈夫

一起出现在儿童医院。

刚见到木木的时候，母女之间互

相都有点不自然。木木还是习惯躲在

护士长的身后，眼里有点害怕。而麦

尔艳克孜的神情也极不自然，只有当

人少的时候，麦尔艳克孜的眼里才会

闪过一丝怜爱，其中还带着些内疚。

医务人员发现，虽然麦尔艳克孜

不大说话，但是她喜欢抚摸木木的小

脸和小手，有时候还会搂下孩子。渐

渐地，孩子对麦尔艳克孜也消除了戒

备，靠在妈妈身上的时候，显得特别

安静。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麦尔艳克孜

曾告诉过好心人袁先生，其实她心里

面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的孩子。在孩子

出生后一个多月，她曾经回到生孩子

的普陀区人民医院，希望能够见到孩

子。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最终没有打

听到孩子的下落。之后，不得已之下，

麦尔艳克孜返回家乡。

不久前，麦尔艳克孜结婚，之后

便将对孩子的思念放在了心里。

不能立即领回孩子
还需 DNA 亲子鉴定

外公和母亲的出现，让大家松了

一口气。虽然，这祖孙三代看起来，

长相上有太多的相似，但是事情并

没有结束，领回孩子的手续仍然是

严格的。

昨天上午，在警方以及医院负责

人的陪伴下，木木和母亲麦尔艳克孜

分别来到了司法鉴定中心，进行DNA

亲子鉴定。如果顺利的话，1 5天左右

就能出鉴定结果。如果木木确实是麦

尔艳克孜的孩子，她很快就能回到家

庭中，过正常孩子的生活。

“ 感谢上海，感谢好心人，虽然找

孩子不容易，但是没有人放弃过。”新

疆驻沪办公室副主任凯色尔昨天接

受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特别激

动。他让青年报记者转达对儿童医

院以及青年报等所有关心孩子的好

心人。凯色尔说，如今的社会，特别

需要这种正能量，只有靠大家的努

力，这样才能让滞留在医院的孩子

早点回家。

从6月上旬开始，到现在已经连

续两个星期了，袁先生一直在为木木

的事情奔波着。这些天来，他和哈尼

女士的手机会时不时地响起，从清晨

到深夜，每个电话都不敢错过，每一

个进展都让他们紧张。

袁先生说，木木就算顺利回家

了，他们的工作却并没有结束。“ 将来

如果还有这样的孩子处于困境中，我

们会尽我们的能力，继续会去帮他们

寻找家人。”

昨天，医务人员特地给木木换上了好心人从家乡带来的新衣服———一条漂亮的长裙。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一早木木和妈妈在这里做亲子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