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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旗忧心忡忡地说：“眼
看着孩子越来越大，没有户口可
咋办？女儿上初中就需要身份
证，没有就入不了学；今年参加
医保也要求有身份证，没身份证
医保也参加不了；孩子外出就医
也需要身份证……孩子的户籍
关系着很多问题。”

为了给俩孩子上户口，他不
知跑了多少趟辖区派出所，派出
所民警也曾到村里调查，村委会
也曾为他出过证明，但户口一直

没有入上。
对李文旗家的情况，曹坑村

支部书记李书套很清楚。他说：
“他家确实困难，孩子没户口，想
为他们办低保都办不成。村里
曾给他出过证明，希望派出所给
孩子上户口，但一直没有解决。”
曹镇乡一位领导说，乡政府也曾
派人到李文旗家了解情况，年关
将至，政府会尽力救助。

针对李梦萍与李俊涛姐弟
俩的上户口难题，市公安局姚孟

派出所副所长曲军政也很同
情。他解释说，为避免拐卖儿童
等违法犯罪情形，家长为孩子上
户口不能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的，
必须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
亲子关系证明，这是省公安厅的

“铁规”。据他了解，做一例亲子
鉴定的费用需两三千元，两个孩
子需要五六千元。“如果你们晚
报帮他们呼吁，我个人先捐500
元。”曲军政说。

五六千元，对一般家庭来说

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李文旗一
家来说，却相当困难。“原来给儿
子看病借的钱还没有还上，现在
借也借不来。我现在所有的积
蓄只有200多元，有时家有急用
就粜点粮食。”他盼望着有好心
人伸出援手，圆了两个孩子的

“户口梦”。
如果热心读者愿意提供帮

助，可以拨打晚报热线4940000
或者通过平顶山晚报官微联系
我们。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彭 程/图

对于平常家庭的孩子来说，出生上
户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对于
11岁女童李梦萍和8岁的弟弟李俊涛
来说，却成为迟迟无法实现的梦想。他
们出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有智力
障碍的母亲孔树花是“黑户”，嫁给老实
巴交的父亲李文旗后，一直没领结婚
证。由于种种原因，在家中出生的姐弟
俩至今仍是“黑户”。

由于没有户口，姐弟俩可能面临着
无法继续求学、无法参加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等种种难题，而这也成了父亲李文
旗的一块心病。公安部门给他的答复
是，根据规定，上户口时若不能提供出
生医学证明，必须出具亲子关系鉴定证
明。可是家里太穷，李文旗实在拿不出
做亲子鉴定的费用。百般无奈，李文旗
近日来到晚报求助，希望社会上的爱心
人士能帮俩孩子圆了“户口梦”。

李文旗家住湛河区曹镇乡曹坑
村，女儿李梦萍11岁，在邻近的李三庄
小学上六年级，儿子李俊涛8岁，在本
村小学上二年级。昨天上午 11时许，
记者一路打听找到了李文旗家。从外
面看，这是一个新建的平房小院，只是
大门口未经粉刷的裸砖墙与邻居家形
成了对比。

推开虚掩的大门，却找不到人。邻
居帮忙把李文旗从外面喊了回来。57
岁的李文旗个头矮小，头发和胡子都已
花白。推开屋门，客厅放着的一张破床
抢先入眼，床上堆着破旧的棉被。看到
空荡荡的客厅里摆着一台电视和一台
冰箱，记者不免有些诧异。李文旗解释
说，这是好心人陈老师送给我们的旧电
器。他指着一张破旧的沙发说，这也是
他送的。

三个卧室都没装门，甚至连门框也
没有，露着红砖。一间卧室的床上堆着
破烂家什，砖头支起来就是床“腿”。另
一间卧室里堆满了旧衣服，李文旗说，
这些也是好心人送的，全家人穿的衣服
多数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记者在三
个卧室转了一圈，发现唯一值钱的东西
就是麦圈里的麦子和几袋玉米。

“要不是出嫁的大女儿婆家资助，
这房子也盖不起来。”李文旗说，家里有
两亩地，有粮食，解决了温饱，农闲时他
还会到工地上打点零工。

正聊着，李文旗的妻子孔树
花回来了。虽然她脑子有点拎
不清，但还知道自己的老家在
四川南充农村，户口不知道何
时弄丢了。1992年嫁给李文旗
之前，曾经嫁过两家，因经常挨
打跑了出来。她跟李文旗一起
生活了二十多年，生育三个孩
子，由于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一
直无法办理结婚证。

李文旗说，三个孩子都是在家
出生的，大女儿两岁时人口普查入
了户，二女儿和儿子因为没有出生
医学证明，一直无法上户口。

屋漏偏遇连阴雨。2010 年
的冬至，原本贫穷的家庭又遭遇
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冬至
那天，李文旗特意买了点肉给孩
子们包饺子，妻子用剩下的饺子
馅炸丸子，不料油锅倾翻，两岁
的儿子李俊涛被烧成了“火人”，
头、面、颈严重烧伤。提起这事，
李文旗忍不住掉下泪来。

李俊涛后来被转到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救治，李文旗从亲
戚朋友处借的一万多元很快就
花完了，郑州的媒体报道了小俊
涛的遭遇之后，曹坑村村民及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捐款。再
后来，他带着儿子到湖北孝感市
中医院治疗，当地爱心人士又为
小俊涛捐款数万元。“要不是爱
心人士捐款，涛涛早就没命了。”
李文旗流着泪说。记者随后上
网搜索发现，2011年 2月，《楚天
都市报》曾对此事进行报道。

中午时分，李梦萍、李俊涛
姐弟俩相继放学回家。看到小
俊涛时，记者吓了一跳。他的额
头、面部及颈部留下了严重的疤
痕，并且因弱视戴着厚厚的眼
镜。孩子躲闪着生人的目光，一

直不敢抬头。
李文旗痛心地说：“孩子这

几年植过几次皮，可能是治疤痕
的药抹多了，又出现了白斑。刚
开始去上学，别的孩子看见他都
吓跑了，到现在都不愿跟他玩。”

记者问梦萍知不知道自己
没有户口的事，她说知道。

“想不想有个户口？”
“想！”她干脆地回答。
孙树花在厨房给孩子做饭，

记者问她做啥饭，她说：“玉米
糁。吃饭饿不着就行了，跟人家
没法比。”

姐姐11岁、弟弟8岁，两人至今是“黑户”
想上户口须做亲子鉴定，可这个家的所有存款只有200元

谁能帮姐弟俩圆了“户口梦”？

家徒四壁，
唯一值钱的是粮食 烧伤毁容，是爱心人士救了儿子的命

急需户口，盼社会爱心帮姐弟俩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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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期盼：

李文旗和女
儿 李 梦 萍 及 面
部 严 重 烧 伤 的
儿子李俊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