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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垂诰是茶陵县湖口镇一名普通农民，去

年 9 月，子女们摆了几桌宴席庆贺他 80 大寿。

老人开心之余，将藏在心底已久的心事告诉儿

孙：1986 年以来，他与母亲、胞兄已失联，希望

有生之年能再见兄长一面。

1943 年，曾垂诰出生在衡阳西渡镇一个书

香家庭，家中排行老二，哥哥叫曾垂青，父亲是

一名教师，重视教育，将两个儿子都送进学

堂。长子曾垂青学习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株

洲航空工业学校，次子曾垂诰也读完了高中。

那时，兄弟感情很好，哥哥求学期间，曾垂

诰还从老家搭车看望。后来，曾垂青毕业分配

到成都市第一航空学校工作，曾垂诰则因工作

原因离开老家，在茶陵县安家落户，兄弟俩虽

远隔千里，多年来靠着书信联络，亲情不减。

曾垂青在成都发展不错，将母亲接到成都

照料，父亲不愿离开故乡，跟着次子曾垂诰生

活一段时间后，独自回老家衡阳生活。

1986 年，曾垂诰带着一家人到成都探望母

亲和哥哥，受到热情招待，母亲拉着久未谋面

的次子询问家中情况，哥嫂则带着侄儿逛街买

新衣。那次相逢，一家人约定常聚。成都之

行，一切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一年

后，父亲的离世让俩兄弟产生了隔阂。

1987 年 3 月，衡阳老家传来父亲过世的噩

耗，曾垂诰回老家奔丧的同时，通知了远在成

都的兄长，原想着兄长会回来主持葬礼，可左

等右盼，等来的只有他寄回来的 600 元钱及一

封信。农村地区非常注重孝道，乡邻们对葬礼

上始终未露面的曾垂青颇有微词，曾垂诰听在

耳中如刀扎心，心中兄长伟岸的形象崩塌，他

至此断绝了书信往来。

父亲的离世，让曾垂诰愈发思念远在成都

的母亲，可他对兄长的怨愤并未消弭，也因面

子观念作祟，不愿主动前往成都见哥哥。再

者，自己膝下儿女众多，四五张嘴靠他抚养，也

没这份空闲。

时过境迁，兄长未出席父亲葬礼一事曾垂

诰早已看开，他也曾给兄长寄过信，但被告知

通讯地址查无此人。人过了 80岁，剩下的日子

掰着指头过，到母亲坟上祭拜一次，与兄长再

见一面成为曾垂诰心中夙愿。

因误会，他与成都的哥哥断联

38年后，记者帮他千里寻亲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哥哥曾垂清（左）与弟弟曾垂诰（右）执手寒暄 廖威/供图

38年前，因胞兄未参加父亲葬礼而心生怨恨，他一怒之下中断联络。而今，已是耄耋
之年的他日益思念兄长。近日，在株洲日报社记者廖威的帮助下，他找到已定居成都的兄
长，兄弟重逢，而让兄弟间误解了数十年的故事也揭开了谜底。

两行浊泪喜相逢

4月 14日，曾垂诰在子女的陪同下，坐上了

去往成都的高铁。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38 年前一别，

亲兄弟再未谋面，重逢在即，81 岁的曾垂诰激

动而又情怯，从打开病房门到病床，短短几步

路像跨越了万重山，平日里脚步稳健的他，此

刻竟有些颤巍。见面那一刻，老人两行浊泪淌

下，与眼前人几度梦中相逢，今日相见兄长却

不似当年风华正茂。

躺在病床上的曾垂清同样难掩激动，他艰

难地抬起头望向来人，此刻站在面前不正是他

挂念了许久的弟弟，不是梦中、胜似梦中。病

房里，两位白发老翁像两个孩童，双手相执、两

额相依，久久不愿分离。

两边亲属一番交流方知，当年老父亲离

世，曾垂清并非不想回老家奔丧，那段时间，

他参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攻关，面对国与家

的抉择，他选择了国家大义。之后，曾垂清也

曾回湖南寻弟弟，可他并不知晓弟弟住址。

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找人如

大海捞针，再加上科研任务和家中琐事羁绊，

寻亲一事只好作罢。

曾垂清的子女还陪着曾垂诰到曾母坟上

祭扫，帮老人了却了心愿。

人类的情感很神奇，有些情感随着时间之

河的冲刷慢慢淡去，而有些情感却像醇酒，越

久越浓。岁月洗净了铅华，却洗不净刻进血

液、骨髓里的亲情，曾垂诰和曾垂清两位老人

的故事虽没有什么波澜壮阔，但这种至纯至真

的兄弟情深亦令人欣慰。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曾垂清老人

重提旧事，曾垂诰情绪激动，一度落泪。

曾垂诰外孙女为帮外祖父了却心愿，去年年

末，通过网络发布寻人启事，请成都当地网友

帮忙传播，可消息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年初，

她联系了株洲日报社廖威记者，希望借助媒体

的力量帮忙寻亲。

了解事情始末，廖威欣然接受了委托。委

托人提供了两个关键信息：曾垂青曾入职的

“成都市第一航空学校”，以及曾母曾经注册户

籍的“成都市东城区双桥子派出所”。

廖威通过查号平台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成都市第一航空学校前身）取得联系，学

校一位胡姓老师答应帮忙寻找。胡老师在退

休职工花名册上未找到曾垂青的名字，又在退

休职工微信群询问，终于找到一位与曾垂青共

事过的老人。

“我以为很快就能找到曾垂青。”胡老师当

即联系该老人，得知成都市第一航空学校原是

成都国营 161 厂厂办学校，曾垂青不是学校教

职员工，而是成都国营 161 厂职工。胡老师又

联系了中航工业成都凯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国营 161厂前身），仍无收获。

第一条线索无结果，廖威又通过第二个线

索找人，却被当地派出所告知：成都市东城区

已更名为成华区，公民个人信息涉及隐私，不

便提供，并且，曾母很可能已注销身份证。至

此，寻人一事陷入僵局。

廖威并未放弃，他与委托人沟通中挖掘出

一个关键信息：当年，曾垂青一家落户于成都

市成华区双桥子街道，如果他们未搬迁，通过

街道找到人的可能性很大。

与双桥子街道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对方爽

快地答应帮忙，不久喜讯传来，街道工作人员

找到了与廖威所提供信息相吻合的老人，经电

话确认，对方正是曾垂诰老人的哥哥曾垂青，

不过，如今已更名为曾垂清。历时 2个多月，廖

威终于完成了委托，他还得知，已 88 岁高龄的

曾垂清患有严重心脏病，目前住院治疗，健康

状况不容乐观。

因父亲丧事，兄弟生嫌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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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班味儿”、治内耗、精神快充……“公园20分钟效应”走红

今天，你会去“逛”公园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文/图

全市有120个微公园
近年来，我市利用边边角角的零碎土地，见缝插

绿，打造各具特色的微公园，既扮靓了城市环境，又为

市民休闲娱乐增加了去处。

去年，我市新增了凿石微公园、南苑社区微公园等

7处微公园，全市微公园数量达到 120个，服务覆盖全市

50%以上的社区小区，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

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今年，我市将继续“见缝插绿”，因地制宜扩大微公

园项目覆盖面。6 个新改建的微公园，分别位于石峰区

原株冶文化宫周边、荷塘区东方名都小区前、荷塘区跃

进村 20 栋平房附近空地、荷塘区星城一路边、芦秘区三

三一李汜路与建国路交汇处，以及芦淞区枫溪大道与

天池路交汇处。

当代职场人的午休时间都在忙些啥？记者采访发现除了“逛公园”这种疗愈心灵的方

式，还有不少职场年轻人选择练瑜伽、健身、按摩等方式进行减压。

“比起昏昏欲睡的午后时光，我更享受挥洒汗水后的清醒与活力。”在未来云一家瑜伽

馆内，90后诗诗每周利用工作日午休时间，至少会安排三次瑜伽。

同样，职场妈妈刘女士会利用午休时间，去健身房跑步、游泳，让自己身体放松下来。

在长江北路一家盲人按摩理疗店内，陈女士和同事每周都会抽一天去做项目，她调侃

说，“除了按摩放松一下，还想利用午休时间找个安静的地方补觉。”

“女人太不容易了，要上班还要带娃，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陈女士笑着表示，早晨 8

点半就要打卡上班，工作时间忙得不可开交，下班回家还要带娃。因此，午休时去做个身

体按摩、泡个脚，往往是她一天中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刻。

有专家建议，年轻人要改变对压力的认知，培养正向压力思维模式，同时还要学会转

移注意力，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买自己想买的物品，或是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唱歌，

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让身心获得休息，可以达到短暂减压的效果。

职场人利用午休“见缝插针”减压
相关新闻

流水桃花，阳光明媚，春天正是游园好时节。
最近，许多年轻人都选择去附近公园走走路、吹吹

风，散散“班味儿”，放空自己，感受大自然的呼吸，获得
身心的疗愈，仿佛实现了“精神快充”。这种自我放松的
方式被称作“公园20分钟效应”。

公园真有这么神奇？这20分钟“快充”时间里大家
都做些什么？

“公园20分钟效应”是啥？

“公园 20 分钟效应”起源于《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

志》的一项研究，其中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

就能够让人感到更加快乐，即便不做运动，只是到公园或

其他能感受到自然气息的地方逗留 20 分钟，就能明显减

少压力。

所谓的公园，包括但不限于城市里的大型公园，工作

园区、写字楼附近的绿色空间，街巷社区的小微绿地等。

不同于节假日逛公园的隆重感，“公园 20 分钟效应”侧重

于亲近自然、抬脚能到的随性行、小确幸，松弛感拉满。

“试过了，是真的！”

工作日的午后，天元区神农湖畔，鸟鸣声声，花

香阵阵。

听公园的工作人员聊起，以前这里是中老年人

的地盘儿，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入，野餐露营、

放飞风筝、拍照打卡，故事悄悄发生着变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公园 20 分钟效应”理论的真实

性，不少“打工人”亲自尝试，从午休或晚间下班时间

中挤出 20分钟去逛公园。

“清新的空气，郁郁葱葱的植物，阳光、草坪、鲜

花，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是我焦虑生活里的解药。”夏

惠惠女士喜欢逛公园，能让她远离城市的喧嚣、拥

堵、繁杂，获得缓冲和疗愈。

“公园的治愈力量强大，‘班味儿’散去了不少。”

在天元区某事业单位上班的青年刘蕾和同事正在公

园散步，不由得为这片绿意点赞。

市民李先生也实践了“公园 20 分钟效应”，这几

天他每天中午休息时间都会去单位附近的公园长椅

上坐一会，有时看看花草，有时闭目养神。他认为，

这短短 20 分钟内可以远离手机，感觉生活才真正属

于自己。

这种低成本的解压方式得到了广大网友极力推

崇，他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公园 20 分钟

效应”实践，表示“试过了，是真的”“很快乐”“治愈力

量强大”“效果惊艳”。

“自然的入口，是生活的出口”

年轻人纷然爱上逛公园，公园到底能给大家带

来多大的能量？

接触自然环境有助于减轻焦虑和抑郁，提高人

们的幸福感。研究发现，仅仅在公园待上 20 分钟，能

显著降低我们的应激激素水平。应激激素是我们在

面临压力时身体释放的物质，长期高水平应激激素

会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而这 20 分钟的公园时光，

能让我们暂时逃离忙碌和压力。

春日里，“公园 20 分钟效应”的实践者们在一片

鸟语花香、青青绿草间充分吸收着大自然给予的养

分。这 20 分钟被网友称为“自然的入口，是生活的

出口”。

有研究显示，置身自然环境中，能显著降低人体

内皮质醇（压力荷尔蒙）的水平。同时，自然环境有

助于使大脑的控制中心，即前额叶皮质得到放松和

休息，就像是给长期紧绷、使用过度的肌肉做放松按

摩一样。在自然环境中，人原来紧绷的神经放松下

来，多巴胺等快乐物质也会增加。

“放下手机，到大自然中去，本身就能减少患心

理疾病的机率。”市中心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汤信海

认为，从心理学方面来看，自然环境中的景色和声音

可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增添愉悦感，转移由于长时

间紧张工作、集中注意力而导致的认知疲劳，也抑制

了人们的“胡思乱想”，减少人的负面情绪。

“走出室内，去公园里，去大自然中休息一下，确

实是一项对身心健康有益的选择与尝试。”汤信海说，

身处大自然之中，不管是静静地坐着还是跑步，抑或

陪家人散步，都能使大家暂时忘掉生活中的烦恼。 网友晒出尝试“公园 20分钟效应”感受。

公园风景怡人，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散步的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