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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
当年被余华英拐卖的杨妞花来到法院
参加庭审。她希望余华英能得到严惩，
维持死刑宣判，让人贩子不敢再拐卖孩
子。“想到破碎的家庭，含恨而终的父
母，我能不恨吗？”

5岁时，杨妞花被余华英从贵州拐
卖到千里之外的河北，“杨妞花”从此成
了“李素燕”，直到31岁，她才找到了回
家的方向。

可真的回到家，现实让她痛到无法
呼吸：被余华英拐走后的三年间，父母
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如今，家里的老
房子也塌了，一家四口再也无法重聚。
当年那一别，竟是永远！

杨妞花在父母的坟前发誓要“讨回
公道”，她积极协助警方搜集线索，亲手
将人贩子余华英送上了法庭。2023年
9月，因拐卖11名儿童，贵州中院一审
判决余华英死刑。2024年1月，二审
时，由于发现其新的犯罪线索，案件被
发回重审。昨日，该案重新开庭审理，
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增至17人。

父母30多岁相继去世
不满12岁的姐姐成了孤儿

2021年5月，杨妞花和亲姐杨桑英
在线上相认。杨妞花永远也忘不了那
个夜晚。她刚刚确认自己找到家了，还
没来得及高兴，姐姐的一句“爸妈都不
在了”瞬间让她“脑子‘嗡’一下”。

听完姐姐的讲述，她逐渐补全了自
己被拐后的故事：为了找小女儿，爸爸
妈妈带着8岁的大女儿，在贵阳的汽车
站、火车站住了七八个月，到处向人打
听消息。寻找无果后，花光积蓄的一家
人无奈回到了老家。

一向好脾气的父亲开始酗酒，喝醉
了会把所有人当成人贩子，见人就问：
你把我家妞花拐到哪里去了？爸爸原
计划盖一栋新房，材料都已准备齐全，
但在杨妞花丢失后，他哭着将所有材料
砸得稀烂。

妈妈精神遭受重创，成了别人口中
的“疯子”。她时常会对着空气自言自
语：“妞花，你想吃什么呀？”有一次，妈
妈大半夜光着脚跑了出去，被人在山里
找到时，她不停地告诉大家：“我听见妞
花在喊我……”

1997年10月，38岁的爸爸去世；次
年2月，爸爸走后不到4个月，32岁的妈
妈离世。不到12岁的姐姐成了孤儿。

姐姐坦露实情

“咱爸是扛不住自己走的啊！”
关于爸爸离世的原因，杨妞花一直

听姐姐这样说，“爸爸喝酒太厉害了，是
因为胃出血走的。”

直至今年姐姐农历生日那一天，杨
妞花才听姐姐说出实情，这个真相更加
残酷：爸爸是自杀。

杨桑英说，“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
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
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
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
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
瓶空掉的老鼠药。

这是杨桑英一直逃避的一件事。
时隔多年，回想起那天，她依然泪流满
面：“爸爸是不是心里怪我，是我没有看
好妹妹。妞花，你怪不怪我？”妞花一把
抱住姐姐：“姐啊，我怎么会怨你呢？”

被拐前被姐姐喊住
可她招了招手就跟“邻居”走了

杨妞花怕黑，不敢一个人睡觉。有
时候去逛街，她会紧紧拉着孩子的手。
她的恐惧，来自自己被拐走的那

一天。
那是1995年初冬。5岁的杨妞花

和姐姐杨桑英跟随父母，从老家来到
贵阳。那时父母很能干，做一点小生
意，家里的生活条件不错，杨妞花和杨
桑英总有新衣服和玩具，被不少同龄
人羡慕。有一次，姐妹俩在挑衣服时
犯了难，爸妈就把她们喜欢的几件都
买了回去……
白天，父母去上班，杨妞花跟着姐

姐在家里玩。不久后，余华英搬到了隔
壁，她女儿的年纪与妞花相仿，时常过
来串门。
姐妹俩对这位邻居毫无防备。杨

妞花回忆，一天，余华英突然问她想要
什么。想到四姨正在给自己织围巾，杨
妞花说自己也想要织毛衣的针。余华
英爽快地答应了。
杨妞花就这样跟着余华英出了

门。临别时，姐姐喊住了她，杨妞花冲
姐姐招了招手，说了一句“姐姐，我一会
儿就回来，我给你带毛衣针”。
多少个夜晚，杨妞花都会梦到这一

幕，她会惊醒，也曾梦到最后自己没走
出那一扇家门。

当余华英揭开面具
杨妞花第一次看到人性中的恶

年幼的杨妞花被余华英带到北上
的列车上，妈妈买给她的漂亮绿色毛衣
被余华英扯下，换成了两件薄薄的单
衣。她也曾吵着要回家，换来的是余华
英恶狠狠的威胁：“再闹就把你从火车
上扔下去。”
那时，杨妞花还不知道是“被拐”

了，她纳闷这个阿姨为什么有两副面
孔，曾经的亲切热络说变就变。
列车前行，外面是无边的黑夜，杨

妞花迷迷糊糊做起了梦。梦里，妈妈带
着好多人在山上四处找她，一遍遍呼唤
着“妞花”。她在梦里牢牢记住了自己
的名字。

她记不清坐了多久的车，只记得途
中想上厕所，没忍住弄湿了裤子，就被
余华英一脚踹倒，她踉跄着站起来，又
被对方连续踹了十几脚。
抵达河北邯郸中间人王某付的家

中，她抱怨盆里用来洗头的水太烫，就
被余华英拿着一壶更烫的水直接浇了
下来。
余华英凶狠的表情，让杨妞花至今

记忆犹新。直到20多年后的法庭上，
她再次看到余华英同样的表情，“她的
恶一直都在”。

“杨妞花”成为“李素燕”

余华英将杨妞花带到邯郸后，对外
宣称“这个女孩子被父母卖掉了”。村
里一位老人听说后，将这个孩子买回
家，打算给聋哑儿子做养女。
杨妞花有了一个新名字——“李素

燕”，跟随“奶奶”和聋哑养父生活。余
华英曾告诉她，会接她回家，但却始终
不见踪影，她一直无法确认是不是被父
母“卖给这个邻居阿姨了”。
在“新家”，她时不时挨打，日子一

天天过去，一切仿佛都笼罩着灰色。六
年级还没读完，“奶奶”觉得“书念多了
孩子留不住”，就让她离开了校园。
村里一度谣传她是聋哑养父的童

养媳，尽管养父从未逾矩，但她很长一
段时间都借住在闺蜜家里，不敢回家。
她去当地的雪糕厂上班、去超市搬

货，后来又苦苦哀求“奶奶”，前往江苏
打工。工厂里，再没有人指指点点，她
压抑的生活，终于透进了一丝光亮。

她鼓起勇气开始寻亲
想把“咬着牙长大”的委屈讲给爸妈

杨妞花和丈夫小许是相亲认识
的。相亲前，她心里没底，对于未来的
伴侣几乎没有要求，“只要人家不嫌弃
我就行”。2009年，两人结婚，彼此都
觉得“捡到漏了”。
同一年，公安部组建全国打拐DNA

数据库。但杨妞花并不知晓这一情况，
她也没有勇气向新婚丈夫讲述自己的被
拐经历——她怕讲出来会被公婆一家看
不起，怕自己的小家会“散了”。
和善的丈夫与公婆温暖了杨妞花

的心，她渐渐卸下了防备。2012年，她
鼓起勇气去公安局进行了采血登记，还
联系到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对方帮
助她在网络平台发布寻亲消息。接下
来的几年间，她始终一无所获。

难道自己真的是被父母卖掉了？
杨妞花一次次咀嚼着模糊的记忆，她不
甘心，哪怕是被抛弃，她也想找到亲生
父母，将自己“咬着牙长大”的委屈讲给
他们。
在寻亲的这些年，杨妞花成了三个

孩子的妈妈，她和丈夫白手起家，买了
房、有了车，孩子健康懂事。小家热热
闹闹，她找家的步伐，也越走越快。
2021年，杨妞花开始在短视频平

台发布寻亲视频。不久，她的堂妹意外
刷到她的寻亲视频，通过私信留言联系
了杨妞花，然后把杨桑英的联系方式推
了过来。
当晚11点，杨妞花联系上一别26

年的亲姐姐杨桑英，两人一遍遍核对记
忆里的细节。
她确认自己找到了家人，也解开多

年来心中的疑虑，父母从未放弃自己。
今年6月，杨妞花重新办理了身份

证，名字一栏从“李素燕”改成了父母为
她取的“杨妞花”。她曾经失去了自己
的名字、自己的生日、自己的家人，如今
她一点一点找了回来。

凭借惊人的记忆力
她报警举证让人贩子落网

“这一切，都是因为余华英。”她发
誓要为自己、为父母讨回公道。
她先是在河北邯郸报了警，后又在

警方建议下去案发地贵州贵阳报案。
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取证，杨妞花暂停了
生意，集中精力配合调查。
杨妞花还凭记忆找到了当年给余

华英提供落脚点的中间人王某付。那
时，王某付已经年近90岁，起初他拒
绝作证。杨妞花就去一声声求他：“你
已经90岁了，你比我爸爸妈妈多活了
60年……”
王某付终于答应配合。随后，一切

仿佛按下了加速键。民警找到了余华
英当年在云南服刑的资料，她的照片混
在其他十几张照片中，被杨妞花一眼认
了出来：“化成灰我都认识她。”
很快，警方在重庆大足县发现了余

华英的踪迹。在公共视频捕捉到的图
像里，年逾六十的余华英穿着粉色的套
装，染着红色头发，还戴着项链和手
镯。被警方抓捕时，她正在打麻将。
余华英抓住了，杨妞花长舒一口

气，但内心仍无比酸涩：“余华英活得
潇洒自在，多少被拐孩子的家庭还在
痛苦中……” 图文据央视新闻

被控拐卖儿童人数增至17人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开庭
当年被拐的杨妞花参加庭审希望维持死刑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杨妞花在法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