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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烧烤店串起无数人的寻亲梦
“邻水甘彪”：5年帮助28个家庭成功团圆

四川广安市邻水县石永镇，有一家开在
仿古街的烧烤店，很多客人来这里不为吃烧
烤，只为奔赴希望而来。

烧烤店主人名叫甘彪，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抖音团圆助力官”。打开抖音，搜索“邻
水甘彪”，就能见到他帮人寻亲的镜头。

2018年至今，甘彪已免费做公益 5年，
帮助 28个家庭成功团圆。其间，甘彪的账
号共发出近 3000条短视频，其中 2000余条
藏着回家的梦。

2月 15日，关掉店门，甘彪团队前往北
京，参加“抖音寻人助力2万家庭团圆”沟通
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人志愿者交流寻人
心得。于甘彪而言，这将是又一个新起点。

回望做公益这几年，很难说有哪一个家庭让
甘彪印象最深刻。他的眼中，每一个家庭都有属
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相似的则是那份情感。

甘彪做公益的初心源于2015年。当时，退伍
没几年的他正处于创业初期，在邻水县体育场摆
路边摊卖烧烤。闲暇时间，他喜欢观察来来往往
的路人。一天，一位经常带着几条狗出来溜达的
老人引起他的注意：老人穿着单衣和雨鞋，和人交
流时常咿呀发出一些简单语音，或者用手比画。

来买烤串的客人向甘彪讲述了老人的过往。老
人不识字也不会说话，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家
在何方，平日睡在桥洞或窝棚里，靠捡垃圾和种撂荒
土地为生，一晃就是11年。派出所曾帮老人寻亲，
但始终没有成功。居委会也找到老人反复做工作，
打算将他送往敬老院或收容所，但被老人拒绝。

“他还是想要有个自己的家。”甘彪猜测。
自此，甘彪常常接济老人，让老人有了固定吃

饭的地方。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2018年6月5日，老人不

慎摔伤。得知情况后，甘彪和朋友连忙将其送往医
院救治。老人伤愈出院后，派出所、救助站和居委
会等再次提出将老人送去养老院，但他依旧摇头。

“跟着我吧，我为你找家。”望着老人嵌满风霜
的脸庞，甘彪下定决心。这回，老人点了点头。

在帮助老人的过程中，甘彪认识了摄像师“老
陈”。老陈大名陈一超，今年60岁，因为其三儿子
失踪，他对老人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于是与甘
彪一起帮助老人。后来，在甘彪的帮助下，老陈成
功找到失散多年的三儿子。

一个传一个，一个帮一个，甘彪身边慢慢有了
一个小团队。为了更好地帮人寻亲，老陈还辞掉
之前的工作，来到甘彪店里当起了员工。

听力障碍老人一直是甘彪和老陈等人的“心
病”。2018年秋天，甘彪在抖音发出第一条视频：

“邻水朋友们，帮忙转发这位老爷爷，在邻水流浪，
他想落叶归根，找不到回家的路……”

毫无意外，这条视频没有回音。但是大家并没
有气馁，一条不行就发一百条，一天不行就发一年。

于是，甘彪和老陈将每天给老人送饭、店里员
工轮流为老人洗头洗脸的场景记录下来，每天不

间断地发。2019年 2月 28日，在甘彪为老人发布
了 426条寻亲视频后，老人的一位远房侄女看到
了视频。原来，老人名叫彭仁德，年幼时因生病精
神失常，于2008年8月从重庆市梁平区走失，家人
一直寻找却杳无音信。直到偶然在网上看到甘彪
发布的视频，才知道老人还活着。2019年3月，老
人的亲人从梁平赶到邻水，将老人接回了家。自
此，老人的故事迎来美满团圆大结局。

为彭仁德寻亲成功后，甘彪和他的团队关于

“抖音寻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2021年 12月 5日夜里，甘彪收到了来自河南

的李景伟的私信。与亲生父母分离三十余年的
他，希望甘彪帮助自己找到亲生父母。凭着 4岁
时的记忆，李景伟画出了家园的水塘、竹林、水田、
旱地，低矮的瓦房和屋后连绵的群山。

在甘彪的不断鼓励下，李景伟面对镜头讲述
了自己的故事，将手绘图发到抖音。大数据支持
下，甘彪发布的李景伟寻亲视频被精准投放到云
贵川地区。

14 天时间，8 条视频，平均每条几十万点击
量，李景伟终于等来线索。他的母亲通过视频看
到了儿子，欣喜万分。2022年 1月 1日，李景伟与
分别多年的母亲拥抱在一起。为了这个拥抱，他
们等了33年。

摸索滚爬中，甘彪和老陈总结经验，发现视频
想要流量，除了不间断地发，内容还需要有策划有
主题，要让当事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比起
图文，视频更直观，更能打动人心。”

但还有太多人不愿意露脸，担心被熟悉的人
看到受嘲笑。甘彪用一句话点醒：延长回家路才
更丢人！

每当有人找到甘彪求助时，他都能通过对方
提供的信息，快速锁定范围。只要知道家的大致
地区，甘彪便会发抖音，再通过抖音大数据投送到
当地区县，最后私信当地媒体。

借力于社会各界资源的高效链接，甘彪团队
帮助到的家庭越来越多，寻亲也越来越快。

寻亲路上，李景伟第一次发现原来世界上还
有这么多人像他一样苦苦寻觅家的方向，却不得
其所。于是，寻亲成功后，李景伟选择加入甘彪的
志愿者团队，并将自己的名字改回原名黎方富。

现在，邻水县城的甘彪抖音寻人志愿者团队
已有10位成员。随着更多人加入，甘彪有了深层
次考虑，“我想把我们的寻亲团队做成一个典型，
不断规范化打磨。”他打算将寻亲做成纪录片，记
录一个人寻亲的系列故事，通过这种模式来打动
更多人，鼓励更多人双向奔赴。

如今，白天不外出寻人的时候，甘彪和老陈就
坐在烧烤店里不断回复寻亲私信，接待远赴而来
的“客人”。

（据《华西都市报》刘彦君）

最近，一条“新鲜杨梅藏竹筒”的视频在网上走
红，视频中，这位农户把半斤杨梅藏在竹子里，过了
整整8个月后打开，杨梅仍然鲜泽如初，很多网友啧
啧称奇。近日，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农户——浙江绍
兴柯桥湖塘街道的胡建华，听他介绍当地保鲜杨梅
的“土办法”。

今年58岁的胡建华是土生土长的绍兴柯桥人，
家有一片五六亩的杨梅园。胡建华说，杨梅保鲜期非
常短，放冰箱里也就最多一周时间。每次看到辛辛苦
苦种出来的杨梅因为难以保鲜而白白扔掉，他很心
疼。之前听村里老一辈人说，湖塘很久以前就有把杨
梅藏在竹筒里保鲜的做法，胡建华一直想试一试。

胡建华的杨梅园里还种了不少毛竹。早在

2021年，胡建华就试过用毛竹筒保鲜杨梅，但失败
了。去年 6月中旬，胡建华再次尝试，选了 3棵毛
竹，在中段位置各开一个小口，在每段毛竹里放入
半斤新鲜杨梅，再用糯米饭和竹梢封口。

接下去的整整 8个月，新鲜杨梅封存在竹筒
中，没有动过。正月初八这天，胡建华兴冲冲地开
启了竹筒，其中两筒杨梅已坏，但还是有一筒杨梅
新鲜如初，尝了尝，还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

得知胡建华用“竹筒藏梅”的办法成功保鲜杨
梅，绍兴市、柯桥区和湖塘街道的农技人员一同前
往胡建华的杨梅园走访，详细了解这项技术。

湖塘街道农办主任徐冉天分析，影响水果生鲜储
存的最重要条件是温度和湿度，背阴的竹子能最大程

度地降低竹管内的温度，用糯米封存则能减少
空气流通。另外，去年夏天降水偏少，可能也
是这筒杨梅“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徐冉天说，杨梅保鲜目前仍是个难题，在
国内没有成功的先例，影响了各地杨梅产业的
发展。胡建华使用的土方法为解决这个问题
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如果进一步改善杨梅藏竹
筒的密封条件，保鲜成功概率会大大提高。

接下来，湖塘街道的农技专家准备亲自
做试验，最快今年年底就能出结果。徐冉天
告诉记者，如果这项保鲜法能试验成功，对
杨梅附加值的提升和梅农增收有很大的现
实意义。 （据《钱江晚报》周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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