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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我为你留饭，有爱有尊严”
潍坊现首家“待用快餐”饭馆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杨万卿)6月30

日，潍坊的富华酒村作为潍坊第一家待
用快餐店面启动了待用快餐公益活动。
到7月1日中午，已经有33份待用快餐为
需要帮助的人所准备。

“什么是待用快餐？”待用快餐，是
新浪网友陈里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指
爱心人士认购快餐后，留给流浪汉、低
保户等困难人群，由店家交送给这些真
正需要帮忙的人，让他们有尊严地享
用。

7月1日中午，记者走访了奎文区北
胡小区圣利巷这家发起待用快餐公益
活动的富华酒村，这家能供百余人就餐
的饭馆已有15年历史。正在吃饭的郭先
生问起了什么是“待用快餐”。在了解了

“待用快餐”的公益性后，郭先生表示，
“平时没有机会做些善事，但给流浪汉、
低保户买份饭是力所能及的。”郭先生
当即问老板需要买多少份，老板李磊表
示，由于目前知道的人数不多，认购的
快餐数目不断增加，却还没有人来吃，
所以不建议一次性认购太多，郭先生暂
时认购了两份，并表示“以后需要的时
候我随时认购。”

一位来吃饭的顾客赵先生在仔细
阅读了墙上张贴的对“待用快餐”的介
绍后，也自愿掏钱认购了一份快餐。老
板李磊告诉记者，由于刚开始发起这个
公益活动，自己在第一天首先认购了20

份快餐，在他的动员下，饭店里五名员
工每人也掏钱认购了两份快餐，到7月1

日中午，已经有33份待用快餐为需要帮
助的人所准备。

对于这个在潍坊首个发起“待用快
餐”的店面老板来说，不是没有受到质
疑。为了号召更多人参与进来，李磊在
新浪微博进行了呼吁，“我为你留饭，有
爱有尊严”。“结果，很多人说在潍坊实
施不起来，都说‘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难’，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泼冷水，我
是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的。”李磊说，自己
看过发起人陈里的访谈，借用他话就是
希望更多潍坊市民“少指责，多参与，看
看再说。说的人往往理直气壮，做的时
候往往不见其人。社会需要做的人越来
越多。行动永远胜于话语。”

相关链接:

墙上的咖啡

一日，我和朋友在洛
杉矶附近威尼斯海滩一家
有名的咖啡厅闲坐，品着
咖啡，这时进来一个人，在
我们旁边那张桌子上坐
下。他叫来服务生说：“两
杯咖啡，一杯贴墙上。”他
点咖啡的方式令人感到新
奇，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杯
咖啡被端了上来，但他却
付了两杯的钱。他刚走，服
务生就把一张纸贴在墙
上，上面写着“一杯咖啡”。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
点了三杯咖啡，两杯放在
桌子上，一杯贴墙上。他们
喝了两杯咖啡，付了三杯
的钱然后离开了。服务生
又像刚才那样在墙上贴了
张纸，上面写着“一杯咖
啡”。似乎这种方式是这里
的常规，却令我们感到新
奇和不解。

几天后，我们又有机
会去这家咖啡店，当我们
正在享受咖啡时，进来一
个人。来者的衣着与这家
咖啡店的档次和气氛都极
不协调。一看就是个穷人，
他坐下来，看看墙上，然后
说：“墙上的一杯咖啡。”服
务生以惯有的姿态恭敬地
给他端上一杯咖啡。那人
喝完咖啡没结账就走了。
我们惊奇地看到这一切，
只见服务生从墙上摘下一
张纸，扔进了纸篓。此时，
真相大白，当地居民对穷
人的尊重让我们感动。咖
啡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享
受任何美好的东西时，也
许我们都应该想到别人，
有些人也喜欢这样的东
西，却无力支付。

再说说那位服务生，
他在为那个穷人服务时一
直都面带笑容。而那个穷
人，他进来时无需不顾尊
严，讨要一杯咖啡，他只需
看看墙上。那面墙传递温
暖，维护尊严，感受爱。

我记住了那面墙。

对话李磊

“认购多，领取少”是个问题
齐鲁晚报：“待用快餐”的使用者有哪

些？
李磊：吃不上饭的残疾人、流浪儿童、沿

街乞讨的人，有残疾证、低保证的家庭，还有
一些进城的农民，因为找不到工作，没钱吃
饭或者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一些特殊原因造
成的临时经济窘迫，吃不上饭的人，是“待用
快餐”的使用者。

齐鲁晚报：“待用快餐”目前存在的问题
是什么？

李磊：目前来看，刚启动两天，“待用快
餐”认购的客人就有很多，只是知道的人太
少，暂时还无人认领，也不排除有需要帮助
的人知道后碍于面子没有前来。

齐鲁晚报：面对这种问题，你认为大家
需要做些什么？

李磊：现在需要告知弱势群体有这么一
个地方，这也是一种献爱心。另外，我正通过
饭店周边社区的物业、居委会等，由他们提
供这些社区内和社区周边弱势群体的信息，
比如低保户和流浪汉，我们把快餐准备好，
实在不行就定期给他们送过去。

齐鲁晚报：不排除有些人会浑水摸鱼，

饭店对领取人的身份如何界定？
李磊：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但

是一次、两次、三次，每次吃掉的都是真正需
要这些饭菜的人的快餐，估计他自己也受不
了。退一步讲，就算是他吃了好几顿，又能吃
掉多少呢？我相信随着大家的监督、以及我
本人和饭店员工的监督，这种情况不会太
多。

齐鲁晚报：有人说，真正的公益人是认
购快餐的好心人，饭店不会干赔钱买卖，是
这样吗？

李磊：我们推出的快餐至少保证一饭一
菜，作为待用快餐的它的价格是10元钱一
份，但成本价一般会在15元—20元之间，相
当于认购者出 1 0元钱就能买到相当于1 5

元—20元块钱的快餐盒饭，留给有需要的人
来领取。剩下的5—10元钱算是我做的公益。
公益人是认购人，我们饭店在‘待用快餐’中
起到的是一个平台中转的作用，我们会把认
购者的信息登记在电脑上，每天被领取多少
份快餐，我们也会有记录。谁有疑问可以随
时来查，欢迎大家一起监督，一起参与。

本报记者 杨万卿

记者手记：

受助者无尊严，则慈善无意义
西安一家餐厅推出了公益项目“待用快

餐”，饭店的顾客多掏一份钱帮助吃不上饭的
人，彼此不见面，由餐厅中转，这种模式脱身
于“墙上的咖啡”，100多年前从意大利那不勒
斯起源，然后形成运动在欧美国家盛行。

有媒体评价，“待用快餐”中，一次慈善
行为由三个主题贯穿：爱、信任、尊严。尊严
尤为重要，因为受助者无尊严，则慈善无意
义。

和传统的公益慈善行为相比，“待用快
餐”自有它的特点和优势。这避免了慈善双

方对接的尴尬或作秀，能更广泛地扎根社
会，比如购买“待用快餐”的人和最后享用

“待用快餐”的人，双方既不会见面，也不会
发生除此以外的其他联系。换言之，买的人
不知道谁会吃，吃的人也不知道是谁买的，
这就最大限度维护了城市贫困人群、弱势群
体的人格尊严，更加符合公益和慈善的本
义。

此时，我们不该由此衍生出更多想法
吗？如果由餐饮业的“待用快餐”能够衍生出
其他领域和行业的“待用饮料”、“待用书
籍”、“待用爱心棉衣”，到处都是“待用商品”
的阵地，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以公益和慈
善为基础的“待用文化”，那才是“极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认购者都只在乎一颗慈
善的心，对浑水摸鱼的“少数”予以包容，领
取者更多的为善意着想，体面而有尊严的去
吃这顿饭，那么这个模式如何不能长久地存
在下去？

日常持久而繁复的慈善才更衡量一个
社会的成熟与发展。乐见“待用快餐”能从你
我做起。

本报记者 杨万卿

一位用餐者在看“待用快餐”的介绍。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每天认购量和总认购量都被记录
在牌子上。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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