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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
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
马丰林）积累了 30 年的思
念之情，如洪水般宣泄而
出，她紧紧抱着朝思暮想的
亲生父母陈某夫妇失声痛
哭。近日，在醴陵和萍乡两
地警方的紧密协作下，醴陵
女子“慧慧”终于与失散30
年的家人在醴陵相聚。

30 年 前 ，自 女 儿“ 慧
慧”意外走散后，陈某夫妇
踏上了漫漫寻女之路。另
一边，在醴陵长大的“慧慧”
处于困惑之中：“长大后，我
听说自己不是现在父母的
亲生女儿，但没有人告诉我
亲生父母是谁。”近年来，骨
肉分离的伤痛并没有随时
间淡去，她越来越渴望解开
身世之谜。

今年5月25日，“慧慧”
找到醴陵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采集血样进行 DNA 备
查。6月4日，传来好消息，
送检的“慧慧”血样疑似与
江西警方录入寻找走失儿
童的陈某夫妇DNA遗传基
因关系匹配。

因陈某夫妇距离血样
采集有段时间，为确保鉴定
结果无误，湘赣两省公安机
关再次采集了陈某夫妇血
样进行复核，最终确认“慧
慧”是陈某夫妇的亲生女
儿。苦等 30 年，“慧慧”终
于再次感受到了至亲怀抱
的温度。

醴陵警方提醒，公安部
在全国部署开展的“团圆”
行动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
积极参与和支持，请大家及
时向公安机关举报疑似被
拐儿童犯罪案件线索，协助
查找被拐儿童。

今年，公安部开展“团圆行
动”，依托全国DNA数据库，全
面查找失踪被拐儿童。6 月
初，攸县公安民警找到彭先生
夫妇重新采集血样样本，入库
进行比对检测。

“我们提取血样后，马上送
到株洲市公安局DNA实验室，
期间又获悉一些线索。河北省
邯郸市公安部门找到张先生的
养父，并为张先生采集血样，进
行比对。”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技术中队中队长刘飞说，通过
DNA数据比对，发现彭先生的
DNA 与河北省邯郸市张先生
符合亲缘关系。

在确认张先生是彭先生的
生物学儿子后，6月27日，在攸
县公安民警陪同下，彭先生夫
妇奔赴邯郸市，与儿子团聚，圆

了夫妻俩29年的寻子梦。
“这是将近三十年的等待，

庆幸终于找到了儿子。”彭先
生说，要感谢公安机关的帮助，
不然会一辈子留下遗憾。此
刻，他觉得很幸福。

张先生说，幼时的事情他
记不清了，但知道自己的身世，
因为害怕养父伤心，他只能暗
暗寻找。今后，他不仅要照顾
养父养母，也要报答亲生父母
的恩情。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全
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
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
要内容的“团圆”行动以来，攸县
公安局以技术手段为支撑，大力
开展信息核查、DNA采集比对
和积案侦破工作，目前已成功找
回失踪被拐人员2名。

“团圆”行动：30年骨肉分离终团圆

◀“团圆”行动在醴陵的认亲现场。 通讯员供图

“儿啊，我们今后再也不分离！”
寻了29年，攸县夫妻找到走失的儿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驰）29年前，年仅2岁的男童小礼（化名），在攸县皇图岭镇走失，一晃多年，家人却一直在苦苦寻找。
苍天不负有心人，今年7月1日，在亲生父母陪伴下，他从河北省邯郸市回到攸县，认亲仪式上，3人紧紧相拥，直言“今后再也不分离！”

29年前，小礼在家门口走失

回想起这些年寻子的艰辛
过程，彭先生感慨万分。他永
远记得，1992 年农历 11 月，天
气微凉，他在门店忙碌，仅2岁
的儿子小礼外出玩耍，直到天
黑，都没有回来。

“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
我们发疯一般四处寻找。”彭
先生说，去了小礼平日爱耍的
地方，甚至镇上每一个小卖
部，邻居们都称没看见。

无奈，彭先生向公安机关
报了警，并隔三差五去派出所

打听，发动亲朋好友帮忙，却
一直没有音讯。

“晚上睡觉，我睡不踏实，
常常梦到儿子张开双手，要我
抱抱。可当他正要张开双臂，
梦却醒了。每每这时候，我眼
泪就止不住。”彭先生说，29年
来，他们从未放弃，寻找的足迹
几乎踏遍全国。

记者注意到，彭先生家里
的房子翻修过，屋门显得有些
陈旧，是彭先生妻子不让换，
怕小礼回家认不出门。

依托DNA比对，一家人终于团聚

◀ 29 年后，
彭先生一家终团
聚。 通讯员供图

▶当地群众欢迎走
失29年的小礼回家。

通讯员供图

▲彭先生妻子与儿子（中）相拥而泣。 通讯员供图

香菇胡萝卜蒸鸡肉

主料：鸡腿、胡萝卜、香菇。

辅料：葱、姜、盐、白糖、料酒、玉米
淀粉、老抽、生抽、蚝油、胡椒粉。

做法：1.鸡腿洗干净后剁成小块，
洗净的鸡肉沥干水分，然后加入适量
老抽、生抽、蚝油、玉米淀粉、少许盐、
生姜、白糖、料酒、胡椒粉，抓拌均匀后
腌制20分钟，腌制鸡肉的时候放些淀
粉，可以使蒸熟的鸡肉口感更嫩。

2. 胡萝卜洗净后去皮，切成滚刀
块；香菇去蒂，洗净后切成小块，放入
盘中备用。鸡肉腌好后将香菇和胡萝
卜倒入盆中，把所有的食材拌匀。

3. 准备一个深一点的盘子，把食
材装入盘中。蒸锅烧开水，食材开水
上锅，中小火蒸20分钟即可。

4. 出锅前撒些葱花，香菇胡萝卜
蒸鸡肉就做好了。这道菜清香又有营
养，色泽艳丽，能让人胃口大开。

（图片来源于网络）

增加抗阻训练
减缓肌肉衰退

现在不少老年人，要么不动，要么
拼命运动，结果往往很悲剧。

其实，不是所有的运动都能产生
很好的健康获益，一次劳累的旅行、每
天长距离的走路锻炼，以及日常家务
活具有一定的活动量，但其健康获益
却不一定高，甚至会带来很多运动损
伤，比如半月板损伤、软骨损伤、踝关
节受损、足底筋膜炎等一些下肢关节
伤害。

现代医学证明，运动需要复合式，
有氧、抗阻运动配合进行，不能只是简
单重复单一运动。为了减缓肌肉衰
退、预防骨质疏松、提高身体的平衡能
力，建议老年人可适当增加抗阻训
练。平时，散步或跳完广场舞回家稍
事休息后，不妨拉一拉弹力带。这种
运动很简单，也很容易坚持。

(摘自《快乐老人报》）

众所周知，三伏天过不好，
就很容易生病，在人体内留下病
根，比如中暑、心血管疾病等。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等生
病之后再去治病，而是学会防病。
所以，想要身体好，三伏重在“防”。

1. 防寒
夏季虽然天气热，但受到冰

箱、空调等现代化家电的影响，
我们所食所处都与寒凉脱离不
了关系。长此以往，人体容易出
现中气内虚，风寒易趁虚侵袭导
致疾病，因此，大家应该尤为当

心。一是颈椎防凉，二是喝水不
要太快，三是肠胃防凉。

2.防暑
中医认为，夏季暑气盛行，人

体常见多汗，汗出过多导致体液
减少，如果不及时补充津液，会出
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不
佳。中暑者多为高温环境中工作
的户外工作者，身体素质较差或
者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群。

因此，大家平时在户外活动
时要避免太阳直接暴晒，赤膊烈
日下工作，容易灼伤皮肤，也容

易中暑。中午 12 点到下午 3 点
是最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尽量减
少外出。及时补水，少量多次，
加强房间通风、降温。

3.防湿
夏季雨水多，湿气较盛，身

体容易被湿邪侵袭。如果此时
再过食生冷寒凉，容易造成脾失
健运，最后导致湿气内生。

湿气在体内滞留时间太久，
往往会出现腹胀腹痛、消化不良、
皮炎湿疹、精神萎靡、四肢乏力，
甚至诱发关节炎等健康问题。

最近，天气热得很不友好，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最大的感受就是——闷热！不少人感慨，这还没到
“三伏”呢，就这么难熬，到了“三伏”可怎么办？没错！今年这个“三伏”确实不会太好过，因为它有40天！

长达40天的“三伏”天就要来了
这些知识先收藏起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6月29日上午，株洲宁康养护院近30名老
党员手持鲜艳的党旗围坐在一起。其中，6名老同志还特地将前不久获得的“光
荣在党50年”纪念勋章佩戴在胸前。活动中，这些老党员同志们齐声高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卞龙英 摄影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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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老党员
唱歌庆建党百年

“三伏”是怎么算出来的？

众所周知，“三伏”是初伏、
中伏和末伏的总称。所谓“夏至
三庚数头伏”，说的就是三伏天
起于夏至来临后的第三个“庚
日”。“庚”指的是天干数字，一般
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庚日”。

据此推算，今年入伏时间就

是7月11日。入伏后，我们经历
的第一个10天叫做初伏（也叫头
伏）。而后，我们将进入中伏（也叫
二伏）。立秋节气过后的第一个庚
日则称为末伏（也叫三伏）。一般
来说，初伏与末伏固定是10天；中
伏的时间则不固定，有的年份是

10天，有的年份是20天，这主要
由夏至到立秋之间一共有几个庚
日来决定：有四个庚日则中伏到
末伏间隔为10天，有五个庚日则
间隔为20天。今年就恰逢20天
的中伏，这也是从2015年起，连续
第7年的加长版三伏天了。

“三伏”如何“防”？

每周一菜

三伏天湿气极盛，湿性重
浊，湿邪最易伤脾，常使人四肢
发软、胸闷、食欲不振。三伏天
的中医食疗文化由来已久。在
食补时，以下几点十分有益。

1.瓜菜清热。冬瓜、黄瓜、
苦瓜、山药、芹菜等都是清热祛
湿佳品。黄瓜生吃最好，苦瓜是
体热者最好的选择，炒冬瓜籽可
以祛湿，把西瓜皮洗净炒菜吃也
能清热，薏米红豆可达到良好的
祛湿效果。

2. 酸能生津。流汗过多可
耗气伤阴。因此，多吃酸味食物
可起到预防作用，且能生津解
渴，增强食欲，帮助消化。酸味
食物包括很多水果，如柠檬、乌
梅、山楂、番茄、葡萄、菠萝、芒
果、猕猴桃等。

3. 多食鱼类。各种鱼不仅
营养丰富，而且也有其自身侧重
的养生功能。如鲫鱼汤祛湿，常
见的草鱼有暖胃明目之效；鲈鱼
则能补益肝肾，无腥味，红烧、清

蒸、炖汤均可。
4.多食豆类。宋代医著《朱

氏集验方》载有“三豆汤”之方，
即绿豆、赤小豆和黑豆。绿豆、
赤小豆清热、解暑、利湿，黑豆健
脾补肾。“三豆汤”取上述三种豆
类各 20 克，洗净浸泡 1 小时后，
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滚后转小
火慢煮 1 小时，豆子开花后也可
放入适量的冰糖（继续煮 5 分钟
即可），可一周喝两次。

（本报综合）

“三伏”怎么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