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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为为除除此此之之外外，，救救命命别别无无好好法法””
“地瓜妹”发帖人：看多了筹钱的艰难，要找一个让大家感动的点

自从哥哥生病，“地瓜妹”王艳红从来没有像
这两天这样忙，2日下午四点半左右，王艳红捧着
三个包子赶回爸爸在医院附近租的房子，这几个
包子是她这天的第一顿饭。2日从早晨起床，除了
烤地瓜、卖地瓜，绝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忙着向媒体
介绍家里的情况。爸爸王昌全也一样。尽管媒体的
紧密包围让父女俩连饭都顾不上吃，但他们始终
耐心对待，不厌其烦。

2日上午，一位企业家来到济南军区总医院血
液科病房，送来一万多元善款。下午3点，在济南打
工的湖南小伙子杨炜光找到病房，放下200元钱便
急着离开上班去了。

“地瓜妹”的母亲楚衍真说，媒体的曝光让他
们发现好心人真的很多。在“地瓜妹”爆红之前，哥
哥王明达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本报报道。楚衍真说，
报道见报后，家里收到了三万多元捐款。家人把收
到的一笔笔善款都记在一个本子上，记者看到，本
子上每笔善款的收到时间、具体金额都非常清楚，
满满的写了一页多，但大部分没有姓名。

“因为很多人都是把钱打到了银行卡里，没有
留名。”楚衍真说，其中一个老家枣庄的姑娘让她
印象深刻，她带来了2500元钱，告诉楚衍真，自己
曾经得过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也是好不容易恢
复了健康。“那个姑娘跟我们说了说话，连坐都没
坐就走了。”

每年冬季到来，都会有用煤
炭取暖造成煤气中毒导致伤亡事
故的新闻爆出，为什么还会有那
么多人热衷于用煤炭这种方式来
取暖呢？选择用煤炭仅仅是因为
价格便宜吗？

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个普
通的三口之家为例，一般情况下
生炉子一天大约需要15斤煤炭。
今年煤炭的价格每吨约为1100
元。一个取暖季算120天的话，需
要2000元。

电暖器的功率为800～1200
瓦，每小时大约消耗1度电。按三
口之家需要两个电暖器，每天使
用10小时，每度0 . 5469元的电价
计算，一个取暖季产生的费用为
1300余元。

空调按照大小、定变频不同，
每小时需要1～3度电。如果每天
使用10小时，按每度0 . 5469元的
电价计算，取暖季120天的空调需
要650元～1950元。

由此看来，使用煤炉并不是
最便宜的取暖方式。可是为什么
城中村的居民偏爱？

居民坦言，煤炉还能用来烧
水、做饭，这样节约不少电费、燃
气费。另外，购买电暖器需要200
元到500元不等的费用，空调则需
要花费上千元，而取暖的炉子家
家户户都有，一个新的炉子也只
需30元到60元。

随着“济南街头地瓜妹妹卖烤地瓜救助
白血病哥哥”帖子的热转，“地瓜妹”红了。事
件一经发酵，捐款、围观迅速涌来，甚至让

“地瓜妹”有些措手不及。2日，发帖人狄寿青
坦言，他看多了重病患者筹钱的艰难和社会
爱心的蓬勃，“只是需要找一个让大家感动
的点。因为除此之外，救命别无好法。”

因 为 媒 体 的 曝 光 ，“ 地 瓜 妹 ”
的地瓜卖得格外快。2 日中午，王
艳红把烤地瓜车开出去没多久，
一烤箱地瓜就被一位闻讯而来的
老板全部买走。山东交通学院的
两名学生找到病房，送来鲜花，并

表示愿意发动同学跟王艳红一起
卖地瓜。

2日下午，在济南军区总医院，记
者再次见到了王明达。王明达正躺在
床上休息，和前一天相比，他的脸色
有些疲惫。母亲楚衍真陪在一边，脸

色也略显疲惫。
讲起艰难的筹钱经历，倚在墙边

的楚衍真深深叹气：“我们是想，砸锅
卖铁也得给孩子治病，可是想到那么
多手术费，我夜里就睡不着觉，就忍
不住哭。”

治疗费用的昂贵、筹钱渠道的狭
窄，是大部分白血病患者家庭面临的
折磨。这也是狄寿青和朋友们为之奔
走呼喊的事业。

狄寿青是“济南街头地瓜妹妹
卖烤地瓜救助白血病哥哥”这个帖
子的发帖者，也是莱芜市义工协会
的发起人。2日下午，记者在病房里
见 到 了 狄 寿 青 。他 告 诉 记 者 ，从
2001年开始，他做重病慈善已经14
年。这些年里，他亲眼看到这些重

病患者承受着缺乏救助渠道的折
磨。因为很多必须使用的特效药医
保无法报销，医保的帮助作用并没
有想象的大。而政府慈善机构最多
能解决几千元，对于动辄几十万、
上百万元的费用，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狄寿青又看到市民救
助的热情。就像“地瓜妹”这件事，当
大家被一种坚强、美好的形象感动
时，爱心就能瞬间汇聚。

“这就需要找一个让大家感动的

点。”狄寿青不讳言，是他和朋友一
起，帮着王家制作了求助展板，在网
上发了求助帖子，并请各方朋友在微
博上帮忙转发。面对有些人的质疑，
狄寿青反问：“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
好的办法吗？”

如果您想帮助“地瓜妹”一家，请
联系他们。

捐款账户：邮政银行 6 2 1 7
9945 1000 2411 700 户名：王昌全

电话：135 6321 2125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打工小伙来医院

放下200元就离开了

巨额手术费无处筹集，母亲深夜流泪

“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城城中中村村的的冬冬天天有有点点冷冷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探访，村里都没有集中供暖

近几日，济南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以
下，整个城市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窝子。城
区居民享受着集中供暖，可以在暖屋里舒
服过冬。那么，对于家住城中村的居民来
说，这个冬天他们怎么过？用什么方式取
暖？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艰辛和无奈？

2日，记者兵分三路，分别对济南市的
大柳行头、丁家庄和魏家庄三个城中村进
行走访。

本报记者 韩笑 戚云雷 张泰来

位于小清河以北、历山北路以东的魏家庄，是
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没有集中供暖，绝大多数本地
村民靠烧炉子取暖。村民魏女士今年65岁，几十年
来一直住在魏家庄，据她了解，村子里的老住户几
乎家家都是烧炉子取暖。

魏女士说，他们家烧炉子已经很多年了，五
个屋子都安上暖气片，一烧炉子就都暖和了。根
据往年的用量来看，一个冬天要用近三吨炭，就
算节省着点用也要差不多两吨半。以前炭比较
贵，一吨要一千七八，现在便宜点了，1200元左
右一吨，但照这个价格，一个冬天两吨半炭，也
得近3000元钱。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家本村居民，他们全都是
烧炭炉子供暖。据魏女士介绍，土暖气虽然花费较
高，但能在各个房间都装上暖气片，效果比较好，
而且安全性比蜂窝煤炉高。

2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丁家
庄。这里的两三层小楼一栋紧挨
着一栋，几乎每户门口都挂着“单
间出租”的招牌。居民院内码放着
数百块蜂窝煤，烟囱从居民家中
通出，一阵阵地冒着烟。

“房东家一般都烧土暖气，我们
租房子的没有那条件，就烧蜂窝煤。
我们一家三口，孩子还小怕冷，大蜂
窝一天要烧四五块，一冬天没一千
多元下不来。”一名妇女告诉记者。

在大多数住户看来，烧蜂窝
是既方便又便宜的选择。烧上炉
子，用来取暖比电暖器效果好，做
饭、烧水全靠它。临睡前，把蜂窝
炉关死，能热乎一整夜。

记者在大柳行头村调查发
现，除去房主自己居住之外，其余
部分均分割成10平米到20平米不
等的单间向外出租，一层楼可以
分割成10个甚至20多个单间。

记者随机询问的几名年轻
租客似乎并没有把取暖当成大
事。“就是个睡觉的地方，住几个
月就走了，白天上班，晚上才回
来睡觉，实在冷有个‘小太阳’、
电热毯开一会儿就行了。”

从记者走访的情况看，有相当
多的租客，尤其是年轻以及单身租
客选择了用电取暖，绝大多数人是
用电热毯或者热风扇，也有一部分
使用空调和电暖器的。

烧上土暖气

每个屋都暖和
蜂窝炉取暖

便宜又方便

年轻租客多

用电器取暖

煤炉并不是

最便宜的

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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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下午四点多，“地瓜妹”王艳红才吃到这天的第一口饭。

在城中村，很多居民都是靠蜂窝煤炉子过冬。 本报记者 韩笑 摄

地瓜妹筹款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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