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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潇潇

郭新振回家的路，走了整整24年。
7月13日上午10点，公安部对电影

《失孤》原型郭刚堂寻子案侦破情况进
行了详细披露。

据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
河南、山西等地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

过DNA比对成功找回电影《失孤》的被
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并顺线侦查，抓获2
名“人贩子”。7 月 11 日，山东、河南两
地公安机关在山东省聊城市，为郭刚
堂、郭新振一家人举行了认亲仪式。

认亲仪式上，失散 24 年的家人终
于团聚，一家人紧紧相拥而泣，这样的
画面让人动容，唯此可以沉痛一哭。

郭刚堂寻回儿子，愿人间无失孤天下皆团圆
只要还有一个儿童被拐卖，只要还有其他郭刚堂在苦苦寻找自己的骨肉，社会反拐工作就不应停止。

这是一条漫长的寻子路。
儿子被拐后 20 多年里，郭刚堂孤

身骑着摩托车外出寻子，他抓住每一丝
可能的线索实地考察，寒来暑往、风餐
露宿。

数十个省份，骑行50多万公里，报
废 10 辆摩托车……这些数字，象征着
一个父亲孤苦的寻子路以及永不言弃
的决心。然而，寻子路一直无果，郭刚
堂内心承受的焦灼与痛苦，希望与失望
轮番更替的纠结，外人难以想象。

在路上，郭刚堂尝尽人间冷暖：遭
遇车祸、被人欺凌，也曾遇到好心人于
绝处逢生。

作为一名父亲，他从来没有放弃，
他相信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时间终于不

负他的努力与坚持。
漫长的寻子路，早已成为郭刚堂的

一场修行。郭刚堂不仅自己寻子，对于
有同样遭遇的人，他感同身受，无私无
畏，收集孩子、老人走失的线索，帮助很
多失亲家庭团聚。他将儿童安全的科
普知识放在社交媒体上与大家分享，其

“天下无拐”的愿景深深触动了每一位
父母的心。

电影《失孤》于 2015 年上映，他成
了千里寻子的典型，同那些失亲家庭的
故事一起，时时牵动着人们的心。

郭刚堂，一个曾经失去儿子的父
亲，一个坚强不屈的汉子，一个心怀大
爱的好人。太多的眼泪与不甘，终于在
认亲这一刻尽情释放。

◆千里寻子，时间不负郭刚堂

郭刚堂找到儿子，犹如劫后余生，
众人欣慰。而这背后，埋藏着一个所有
人“天下无拐”的梦想。

郭刚堂找到了儿子，可是，还有多
少被拐的儿童，不知自己被拐的身份，
活在一种身世迷局里，不知道自己的亲
生父母终日悲伤祈祷，期待奇迹发生？

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全国被拐
儿童的总体数据，不过从 2016 年公安
部上线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团圆系统，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截至

“团圆系统”上线 5 周年的 2021 年 5 月
15 日，平台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 4801
条，找回 4707名儿童，找回率为98%。

如此之高的找回率避免了许多个
家庭的悲剧，不过几年之间数千名儿童
走失，也说明我国儿童走失、被拐卖情

况依然不可轻视，还有不少家庭正在经
历子女被拐之痛。只要还有一个儿童
被拐卖，只要还有其他郭刚堂在苦苦寻
找自己的骨肉，那儿童拐卖给社会带来
的伤痛，就无法被抹平。

近年来，我国反拐的法律、法规进
一步健全，多部门反拐机制得以建立，
诸多科技手段也被运用于反拐工作，这
些看得见的进步，为无数个儿童与家庭
织就了一张严密的保护网。但反拐工
作是一项长期事业，社会的防拐意识依
然需要始终在线，不能放松。

24年，郭刚堂容颜老去，头发花白，
被拐的儿子已长大成人，足可慰他一路
风尘。

《失孤》终团圆，我们祈愿天下无
拐，人间不再有痛彻心扉的离散。

◆“全民防拐”依然任重道远

文┃光明

近日，《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 2021年度大学生招聘拟录用人员公
示》引发网友热议。

在录用岗位“一线生产操作岗位”
中，拟录用人员不乏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海大学等
985、211 名校的毕业生，硕士研究生也
为数不少。也就是说，这些名校毕业
生，抢着上流水线打包装。

这种状况无疑颠覆了人们一般认
知——流水线打包这种技术工种，是不
需要高学历的。但现在，名校毕业却抢
着当工人，这至少也是对所谓“年轻人
不愿进工厂”的新诠释：年轻人进不进

工厂，得看是什么样的工厂，看他们对
收入回报的评估如何。

不过，即便在强调择业自由的当
下，这种职业选择多少让人有“人才浪
费”的感觉。毕竟，大多数高等教育院
校的专业，没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其主
要目的也不是培养产业工人。但可以
想见的是，去流水线卷香烟，必然有着
足以吸引名校毕业生的福利待遇与职
业前景，让他们愿意忍受机械式的工作
环境，打破专业对口、写字楼穿梭的职
业预期，选择成为一名工人。

试想一下，这些待遇上佳的工种，
如果面向真正的技术工人敞开，无疑将
大大改善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感，
选择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的人必定

会越来越多。现在全社会都在高分贝
强调职业教育，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和人
才结构合理布局，职业教育有着非同一
般的意义，社会需要大量受过正规职业
教育的工人。

但类似新闻给人的观感是，只要待
遇体面、有足够的吸引力，哪怕是匹配
职业教育的工种，都充斥着本科生乃至
研究生，很多技术工人被一种单向度的
学历指标筛出了工厂流水线。这事实
上造成了阶层间人才配置的扭曲，原本
不同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最终被驱
赶到一条跑道上竞争，能力和岗位没有
达到有效率地匹配，教育资源在一定程
度上被浪费了。

这种现象是不能忽视的，如果大量

面向工人的岗位，被刻意拔高到“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也就容易造成社会
层级间的扭曲，促使阶层单一化和板结
化，出现互联网上常说的“卷”。从现有
劳动人口的增长趋势观察，未来人才配
置也不应当无序与粗放，相反该走向一
种精细化：职业教育应当保有充足的人
才市场预期；而高学历人才，也应当回
到高等教育为他们预设的位置。

当然，对于个体来说，任何一种职
业选择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外界不必有
过多的道德判断。不过，一种引发舆论
广泛关注、明显不符合一般判断的职业
现象，不应当被忽略。这样的人才市场
究竟因何形成以及应当如何优化，是应
当深入思考的。

名校毕业卷香烟，又一次人才错配？
职业教育应当保有充足的人才市场预期，高学历人才也应回到高等教育为他们预设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