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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型成功却高兴不起来
白血病男孩王丛宇下月做手术，但费用还没着落

以为是发烧，最后查出白血病
去年7月，家住芝罘区幸福九村

的王丛宇突然开始发低烧，刚开始家
人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谁知吃了
药后，却一直没见好，眼看孩子越来
越没血色，连饭都吃不下，可把家人
急坏了。

发烧第3天，家人就带着孩子到

医院做检查。刚开始看着医生抽血还
有点不理解，在大厅里焦急等了1个
多小时后，医生拿着检验结果告诉他
们，血常规检查有异常。王妈妈一听
就慌了，抓着医生的手问：“这到底是
什么病啊？怎么会有异常呢?”

医生只说情况暂不清楚，要

进一步检查。一家人又忐忑不安地
陪着小丛宇做了骨髓穿刺，看着忍
着疼痛蜷缩着身子的孩子，小丛宇
妈妈的心都揪在一起了。直到7月11

日，王丛宇被确诊为高危急性淋巴
白血病。这个12岁孩子的童年就这
么被打乱了。

只只哭哭过过一一次次，，说说想想回回学学校校

为救孩子，家人想卖房

隔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何必丽

12岁的王丛宇去年7月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自此这个
孩子的童年就这么被打乱了。和姐姐配型成功后，小丛宇3
月底将转到北京做骨髓移植手术，但50万元的费用却彻底
难住了这家人。为了给小丛宇治病，家人甚至想卖房。

格追踪报道

“老人住哪？我们想去看看”
十余位热心市民致电本报，要给老人解解闷 “我曾经经历过，没人

比我更能懂那种滋味了。”
下午，热心市民徐女士致
电本报“公益热线”，想陪
孤独的唐老太多聊聊。

徐女士告诉记者，几年
前她出了次车祸，工伤鉴定
后一直病休在家。习惯了忙
碌和热闹的她一下很难适
应，每天都觉得空落落的，
偶尔有朋友联系或是有点
事儿可干都能高兴半天。

因为孤独和寂寞，徐

女士也曾试图挨个给朋友
们打电话，但因自己空闲
时间较多而朋友们有各种
各样的事儿要忙，时间长
了心里难免失落，也渐渐
走进了情绪的怪圈。

如今重新忙碌起来的
徐女士已渐渐走了出来，看
了唐老太的故事后很触动。

“这些我都经历过，没准我
能帮到她。”徐女士说，她想
和唐老太好好聊聊，尽量帮
帮这个孤独的老太太。

格读者心声

“没人比我更懂那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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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孩子更好治疗，
一家人商量过后决定将孩
子转到天津血液病移植中
心。

去年8月，王丛宇开始
化疗，第一次化疗，王妈妈
在一旁偷偷抹泪，懂事的
丛宇却反过来安慰妈妈。
随着一次又一次化疗，丛
宇手臂上的针孔越来越
多，到第三次化疗时，原本
正常的小孩因为药物激素
变得臃肿，第五次化疗时，
丛宇已经变成了小光头。

看到妈妈偷偷掉眼

泪，每次化疗小丛宇都忍
着不哭。一天晚上，姐姐陪
夜时丛宇流了很多鼻血，
他却悄悄拜托姐姐不要告
诉爸爸妈妈。

“这么久他只哭过一
次。”姐姐王骞迎说，“当时
他说，姐姐，我好难受，什么
时候能回学校，我好想和同
学们一起玩。”

王丛宇会吹葫芦丝、巴
乌，还打了一手好乒乓球。
即使在医院，被病痛折磨得
死去活来，乐观的他却常给
病友吹葫芦丝。

化疗仅有30%的存活
率，而骨髓移植的概率则
达50%。去年8月5日起，一
家人就开始为配型检查奔
波，最后姐姐的骨髓成功
配型。这个消息没让这家
人高兴多久，新的难题又
来了，50多万元的费用根
本没有着落。

为了照顾儿子，48岁
的王祥峰不得不辞掉每月
1500元工资的保安工作。家
里的积蓄花光了，向亲朋
借的 2 0多万也很快用光
了。学校老师同学募捐的
近5万元钱也在一次又一
次的化疗中耗尽，这家人
的求医路好像到了尽头。

为了弟弟，大学毕业后
的王骞迎放弃了应聘护士

的工作，一心只等陪弟弟做
移植手术。这个22岁的姑娘
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在各
大论坛发帖求助，向中国红
十字会、基金会递申请书，
甚至给名人私信微博，但只
得到寥寥回应。

眼看3月底就要把丛
宇从天津转到北京做手
术，家人能想到的办法只
有把原本拆迁后分的房子
卖了。当问到房子卖掉后
住哪时？王骞迎勉强笑笑
说：“到时候再看吧，只要
有一点希望我们家就不能
放弃。”如果你们愿意帮助
这 家 人 ，请 和 本 报 联 系
15264520357或直接汇款到
姐 姐 王 骞 迎 的 账 户
6222020302074526872。

隔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何必丽
报道

本报2月26日讯 独自住着70平
方米的房子，每月按时领取近2000元
的退休金，家住锦绣新城的唐老太却
不高兴。本报26日C09版以《住着大房
子，她却不开心》为题，报道的65岁唐
老太的故事引起热心市民的关注，十
余位热心市民拨打本报“公益热线”，
想陪唐老太说说话。

“老人住在哪里，我们想抽空去

看看。”26日一早，开发区慈善义工朱
女士拨打本报公益热线说，她可以组
织有时间的义工长期关注唐老太，陪
她聊天、做饭。

家住四马路的宋女士也给记者
打来电话说，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有如
唐老太一般的经历，“同龄人凑在一
块说说话、玩玩，没准就好了。”宋女
士说，她可以和朋友一起去陪陪唐老
太。

下午，一位热心市民报名说，他和
妻子想搭伴去看望唐老太。“我们家就

住锦绣新城，都是邻居有点啥事还方
便。”65岁的刘大叔说，妻子看了唐老太
的故事后很受触动，老两口想抽空去
看看这位不曾相识的邻居。此外，开发
区医院心理科的陈医生也致电咨询唐
老太的情况，想给予更多关注。

傍晚，记者致电唐老太得知，目
前已有不少热心人和唐老太取得联
系。26日下午，在女儿的陪同下，唐老
太已到毓璜顶医院挂号。27日上午，
开发区慈善义工和宋女士等热心市
民也将到唐老太家中看望。

因因为为受受激激素素的的影影响响，，小小丛丛宇宇变变得得有有些些臃臃肿肿了了。。（（家家人人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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