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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野外焚烧秸秆：要全面

清理房屋前后的可燃杂物，禁止

在居民房屋附近堆放稻草堆，严

禁野外烧荒和焚烧秸秆。

严禁乱扔烟头：在家里不要

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抽烟；户外

草地、草堆附近禁止吸烟，严禁乱

扔烟头。

用柴火做饭要注意：农村家

庭堆放柴火必须要注意远离灶

台，做完饭后应当查看柴堆周围

是否遗留火种。

不要让孩子玩火：家长要把

火柴、打火机等物品放在孩子不

易拿到的地方，教育孩子不要玩

火。

家庭防火勿疏忽：家庭日常

消防安全谨记“三清三关”：清厨

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

源、关气源。

电动车禁止入户：电动车禁

止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处停放及充电，不可飞线充电，私

自改装电动车。

户外施工要注意可燃物：电

焊作业时，要注意周围的可燃物，

防止火星飞溅引燃可燃物，在焊

接作业时要在旁边配置灭火器。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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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宝宝小十一正在医院接受干细胞采集。

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西北门出发，向东走，是
一片依托于肿瘤医院存在的城中村，穿梭在此的不少是两类
人——— 病患与家属。

人群中的“小光头”格外引人注目。不同于大人，这些小小的身
体刚刚开始人生不久，就要打一场无法计算胜率的持久战。

晴天霹雳

5月27日14时左右，王茜在住
处给儿子小十一的玩具消毒，给不
好挪动的大件儿喷上酒精，把塑料
的小件儿放进锅里蒸煮。刚把沸水
里的玩具捞出来晾干，正在医院化
疗的十一来电话了。

“妈妈，妈妈，你什么时候过来
呀？”听着儿子欢快的声音，王茜忧
愁的情绪稍有了缓解。化疗后小十
一一贯的反应是胃口、精神不好，

“听孩子姥姥说，今天他也没怎么
吃饭。差不多要持续到抑制期过
去，孩子才能恢复精神”。

去年10月份，4岁的十一被诊断
出神经母细胞瘤。此病多发于儿童，
治疗难度大、晚期生存率低，因而有

“儿童肿瘤之王”之称。最新研究数据
表明，神经母细胞瘤发病率较低，在
中国0—19岁的患者中神经母细胞瘤
的发病率仅为5 .9/100万，属于较为
罕见但极为凶险的疾病。

王茜并不知道神经母细胞瘤
到底是什么病，但医生严肃的神情
与反复强调的字眼———“要做手
术”“得化疗”“不好治”，让她意识
到儿子的病没那么简单。

莫红的女儿聆聆与十一有着
相似的命运。女儿得病前，她与丈
夫认知里的“不治之症”是白血病，
一开始听到医生诊断时，她甚至还
稍稍松了口气，“不是白血病就好，
无论什么病都应该比白血病好治
吧”。直到医生告知她和丈夫要“做
好心理准备”，莫红才如遭雷击，瘫
软在地。

4岁的米乐来自重庆，去年，她
被确诊为肺母细胞瘤。这是一种罕
见病,是肺部极为少见的一种恶性
肿瘤。“我想过很多种结果,唯独没
有想到的是恶性肿瘤,这个病我甚
至从来没听说过。”那一天,王婷在
医院哭到浑身瘫软。

回顾孩子的发病经历，在有些
普通的症状背后，往往隐藏着危
险。

“一开始孩子只是摔了一下，
说左边的身体有些疼，我们以为是
抻着筋或者是扭到了，休息一下就
行。”再加上2023年6月，王茜带十
一做过一次详细的体检，检查结果
并没有什么问题。可过了几天，十
一还是一直喊疼。眼见孩子有些不
对劲，王茜和丈夫连忙带他去了医
院。检查发现，十一的肚子里有个
鹅蛋大小的肿瘤。

从2024年3月份确诊到现在近
两个半月里，除了心疼女儿，莫红
也在深深地自责。去年秋天开学
后，聆聆一直胃口不好，挑食、不怎
么吃饭。当时做了B超，查了血，医
生初步诊断是积食引起便秘，“开
了点药，吃了就好了”。而时隔两个
月后，聆聆又一次腹胀、便秘，莫红
夫妇连夜将女儿送去急诊，各项指
标依旧没有异常。

大年初二开始，聆聆有了腿疼
的症状。不同于生长期孩童的酸
痛，聆聆疼得躺都不能躺，坐也不
能坐，侧着身子也疼，整条左腿都
疼，蹲下上厕所都疼。身体的异常
开始反映在血象上，住院时聆聆已
经是中度贫血。

莫红说，前期如果查出来，治

愈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二期三期百
分之八十，四期就低于百分之五十
了，“聆聆的病已经进入晚期了”。

“如果早带女儿来查就好了，
如果当时多关心女儿一些，让她吃
得更有营养就好了，或许孩子就不
会肚子疼，不会演变成癌症……”

辗转求医

求医路上，王茜结识了不少抗
癌宝宝。有些像小米乐一样活泼开
朗，也有的像一真一样沉稳坚定；
有些离开了没多久就再次见面，也
有些走后就再也没回来……但相
同点是，他们从全国各地会聚于济
南，只为打一场无法计算胜率的持
久战。

在得知儿子长了肿瘤后，王茜
一家人连夜从四川巴中直奔重庆，
在当地的儿童医院排上手术，但实
际情况远比预料的复杂。“还不止
那一个。”手术结束后，王茜看着从
儿子身体里取出的一颗颗肿瘤，要
不是丈夫在旁边架着，她很可能一
头栽倒在地上。

公开资料显示，神经母细胞瘤
没有特异性的症状，但是可以有恶
性肿瘤的全身表现。十一的情况便
是如此，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
骨头里。

还有谁能救孩子？“好多病友
说，山东这边的医院有办法。”安顿
好老家的事，去年11月底，王茜带
儿子来到济南求医。

来济南后，王茜和儿子也过上
了“循规蹈矩”的生活。

每一轮化疗的周期为21天，前

几天住院输液，后面7-14天为抑制
期。出院回家不代表万事大吉，血
液就是孩子身体情况最明显的“风
向标”，隔上两三天就要回医院查
血，血液各项指标：白细胞数值低
于2时，要打“升白针”，否则容易感
染、发烧；血红细胞数值低于70时，
需要输血浆；血小板指标也需要关
注，当某项指标过低时，需要打“升
板针”，而这些症状在化疗之后会
随机出现。等到第22天，再继续开
始下一轮化疗。

莫红一家也带着希望从无锡
赶到济南。

“因为孩子很痛，为减轻她的
痛苦，我们坐的火车卧铺。”莫红还
记得，两个月前，他们三人半夜才
住进了宾馆，第二天一早去医院等
医生。很快，聆聆开始做化疗了。

“当时要做腰穿。”莫红说，聆聆
第一次做这种治疗，她很害怕。当时，
聆聆问护士：“阿姨，我有点害怕，我
可以大声哭、大声叫吗？我不动。”护
士答应了。听着孩子撕心裂肺地喊叫
声，莫红强忍着泪水。

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的西北门出发，向东走，一片城
中村里住着一真和妈妈李兴玲。

一真是济南商河县人。去年10
月，他被诊断出胶质母细胞瘤，这
是大脑中侵袭性最强的一种肿瘤。

因为大女儿患癌的经历，李兴
玲夫妻俩没敢马虎，在一真刚有发
烧迹象时，就把儿子送到了齐鲁儿
童医院。手术也是在这里做的。

“医生人很好，手术也很成
功。”李兴玲说，手术结束后，为方
便照顾两个孩子，她和丈夫商量着

把一真一并转到了肿瘤医院，还在城
中村租了房子。

做完化疗的两天里，一真总是没
精打采地躺在床上，虚弱得说不出话。
有时呕吐、腹泻一并袭来，一真实在难
以忍受：“妈妈，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啊？”

李兴玲总是轻声宽慰，劝着劝着，
自己却哭了起来。

绝望和希望

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钱是摆在
许多抗癌家庭当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手术费、放化疗费、后续治疗费，如山
一般的账单几乎压得他们喘不动气。

“每天一睁眼，就想着怎么挣钱。”
在照顾小十一之余，王茜夫妻每天都
在算账，今天赚了多少，明天的医疗费
怎 么 付 ，后 续 的 治 疗 费 怎 么 挣 出
来……

“因为十一不能做移植，所以只能
换治疗方案，医生的意见是核元素治
疗和免疫治疗。”摆在王茜二人面前最
现实的问题便是，治疗的钱从哪里来。
王茜说，免疫治疗共做5轮，一轮24万
元，5轮结束要花120万，“现在第一轮
的钱还没凑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绝望和希望究竟
谁能获胜。但是只要能治，不管多难，
我都要治好他。”和许多患儿父母一
样，王茜也在期盼着新的治疗方案，或
者特效药出现。

“抗炎的费用一次一万多。”莫红
一家也在为聆聆的医疗费发愁。

尚在等待聆聆的检测结果出来
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问莫
红夫妻俩：“能凑出60万元治病钱吗？”
简单的一句话却犹如一记重锤，他们
沉默了许久。“一直是孩子爸爸在外工
作，赚的钱基本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
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个钱。”

有亲戚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出于为
莫红夫妻未来的打算，劝他们保守治疗，
怕到最后人财两空。是坚持还是放弃？当
时，莫红和丈夫成夜睡不着觉，成夜地
哭。在看到网上很多孩子后期治疗很痛
苦，身上“插满”管子时，他们一度选择了
保守治疗。

但，父母又岂能轻易放弃孩子的
治疗。莫红夫妻二人又到处打听医院，
在网上看到，神经母细胞瘤4期有治愈
的案例。“我们看到了希望，觉得还是
能治好的，还是想再拼一拼，不想放
弃。”莫红夫妻为女儿开启了一场生命
的赛跑。

“抗癌宝宝的父母没有一个放弃
的。哪怕倾家荡产、一无所有，我们都
会坚持走下去。”莫红说。

杜春娜 王贝艺 济南报道

开启摆摊生活

王茜今年3月份开始在肿瘤医院附近
摆摊，这算是她在济南的第二份工作。

刚来济南时，为了给孩子赚点“微不足
道”的医药费，王茜在千佛山脚下的一家超市
找了蔬菜分拣的工作。那时，从医院到超市，
王茜要坐2个小时左右的公交车，有时还因为
起得太早，在公交车上睡过站而迟到。幸运的
是，彼时的超市老板了解王茜家庭情况，并不
会因此责罚她，反而给了她几倍的薪水。

但过了一个月左右，王茜发现，工作和
照顾儿子小十一的时间不好协调。“孩子有
什么情况就要赶回来，做化疗的时候每隔
两三天都要查血。”王茜说，再三考虑下，她
还是决定辞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接下来，王茜并没有闲着，而是开始摆摊
卖地瓜、抽纸，后来卖袜子以及风扇。摆摊的地
点就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
的一条胡同里，“地瓜和抽纸是好心人送给我
卖的，其他的商品是去批发的”。

王茜摆摊的胡同宽不过几米，因为肿
瘤医院的名气，胡同的二楼小房多被改为
宾馆，成为患者们的“经济适用房”。沿着胡
同走，能看到好几处摆摊点。李兴玲的摊子
明显好找一些。

她的摊位是一张折叠床，比王茜的摊位大
了一倍，摆放着材质不一的袜子。拿个马扎，坐
在摊位旁，李兴玲目光随着过往路人的走走停
停而变化，似乎是在渴望着他们的驻足。

在商河老家时，李兴玲就干一点小生意，
每逢村里的大集，她会去卖点袜子、内衣等贴
身衣物。儿子开始化疗后，她把做生意的地点
换到了肿瘤医院附近。“现在一天多的时候挣
二三十元，少的时候挣几块钱。”李兴玲说，钱
虽然挣得不多，但心里格外踏实。

“能挣一点是一点。”作为患儿母亲，王
茜、李兴玲也明白，摆摊赚的钱在孩子的巨
额医疗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但她们试着
用这样的方式慰藉心灵，填补内心无能为
力的不安。

走上外卖之路

在抗癌家庭中，记者发现，妈妈一般负
责外出摆摊，照顾生病的孩子，爸爸承担的
是外出工作，维持家里的生计。

时间相对灵活，进入门槛也不高，外卖
员成了抗癌家庭中工作的优选。小米乐的

爸爸欧阳洪一早出门，晚上8点左右回家，
过起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

“外卖员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多的时
候一天才挣一百多元。”但对于欧阳洪来说，
时间方便就足够。“合适的工作不好找，外卖
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孩子爸爸可以随时出现
在需要他的地方。”小米乐的妈妈王婷说道。

有着这样想法的不仅王婷一家。小十一
的爸爸李宜芮来到济南也干起了外卖员。

“他之前一直在四川老家，做的是房产
中介的工作，今年才来的。”王茜称，小城镇
临近春节是买房高峰期，为了赚取多点的
佣金，今年过年，他就留在了老家。而由于
给小十一治病，王茜也没有回老家。很遗
憾，一家人因此没有过上团圆年。

今年4月下旬，李宜芮终于决定来济南。在
离别6个月后，一家三口在济南的出租房里团
聚了。为了庆祝这一天，王茜终于狠下心来，

“奢侈”地去了出租房附近的小吃街。
“我干外卖员有一个多星期了。”来济

南后，干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李宜芮
几乎是从头开始，难免有些生疏和不适应，

“现在慢慢上手了，还好点”。
“多的时候一天挣100元，少的时候挣

七八十元。”李宜芮说，“如果赚不了大钱，
不如一家人在一起，陪他们娘俩。”

尝试线上“谋生”

抗癌家庭像野草一般，在这场与死神

的较量中坚韧地搏斗着、对抗着。他们不知
疲倦地吮吸着滴滴雨露，吸取着缕缕阳光，
在生活的阴霾之处，努力地焕发着向上的
生命力。

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给予了草根另
外一条谋求生计之路。“拍视频”“直播”，谋
求曝光度，以便有人关注，也成了抗癌家庭
的被迫所选。

“孩子今天的状态如何”“去做化疗”
“今天去玩了”……这些主题成为抗癌家庭
账号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话题。在每条视
频评论区，都有网友为孩子留言鼓励。

有了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就获得了“流
量”，他们由此可以变现。记者注意到，一些患
儿妈妈的抖音账号也开通了“橱窗”功能。

“我从去年开通了这个功能。”一开始，
王茜的亲人们从“橱窗”里买东西，但后来
她发现，效益也不是很理想，“总归是条路，
有比没有强”。

自2020年11月2日发过一条动态之后，
王婷两年没再更新过账号，直到女儿生病
之后才重新启用。她的短视频里，有女儿治
疗时痛苦大哭的样子，也有女儿坐着摇摇
马车开心的笑脸。哭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
绝望与希望来回切换的状态，就是母女俩
的生活。

王婷将网名改成“米乐加油”，既是给
米乐加油打气、给自己鼓劲儿，也是希望社
会能关注像米乐一样患罕见病的儿童。“开
橱窗，能挣一点是一点。”王婷说，经营账
号，更多是为了多记录一些女儿的日常。

当然，心理上的慰藉更是“自救”的良
药。通过网络，王婷结识了不少有同样经历
的家庭。家长们在一起探讨病情，分享心
情，彼此觉得不是独身一人。

“积极向上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任何
困难面前保持坚韧不拔。只要心中有阳光，人
生便没有阴霾。”王婷主页的个人简介写着这
句话，一家人也继续走在“自救”的路途上。

从摆摊到送外卖，一家人一起想方设法对抗病魔

他们让抗癌宝宝“拼命”活下去

每一位癌症患儿背后，都是负重前行
的家庭。一份小礼物、一分善款、一声安
慰……“每次感觉希望渺茫的时候，就会有
人来拉自己一把”，这让王茜、王婷和李兴
玲也越来越相信，总能从这条路走出来。

“曼姐小分队”

“米乐，十一，在吗？”“我们在这儿，我
们在这儿！快点来跟我们集合。”“好嘞，这
就过去啦。”张曼在店里，和小十一、小米乐
在用对讲机聊着天。

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
近，“2元手作面包”的橙色招牌下就是张曼
的店。“面包最低价格2元一个，手工现做。”
不少患者家属看到张曼面包店的招牌，觉
得比较便宜就会进店买点东西，也正是在
这里机缘巧合，张曼认识了王茜。

后来张曼直接让王茜在自己店门口摆
摊，有时候十一、米乐跟着一块来，她就让孩
子们在店里休息。一来二去，这不到十平米
的空间，也成了十一、米乐的“快乐据点”。

有一天，十一突发奇想说想要一部对讲

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随时跟米乐、张曼说话。
张曼就买给两个孩子。加上她，三个人的频道便
成了“曼姐小分队”，拿起对讲机就可以随时通
话。其间，一真也成为“快乐据点”的一员。

一真身患对大脑侵袭性最强的一种肿
瘤，小光头上有道明显的手术疤痕。李兴玲已
经是第二次经历在生死线边缘挣扎的痛苦。
2023年，身患乳腺癌的大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张曼认识一真一家开始于她的一次公益
活动。2023年12月中旬，张曼的面包店开业。那
时，每次发放“物资”时，她总能看到穿着绿色
小棉袄的一真。

慢慢地，张曼和李兴玲母子越来越熟
悉，他们时不时来找张曼说说话。“来找曼
姐说说情况，再不济找个地方哭一哭，心
里会好受一些。”孩子的治疗是场“持久
战”，自从2023年10月份以来，一真已经做
了8次化疗、33次放疗，谁也说不准何时胜

利，李兴玲不得不寻找缓解坏情绪的途
径，以支撑自己继续前行。

不只是李兴玲，张曼面包店也是王茜、王
婷的心情疏解站。这小店成了她们可以宣泄情
绪的一方天地。一旦走出这里，她们和孩子爸爸
就是一把伞，为孩子遮风挡雨。

大人们需要稍作喘息的时候，张曼偶
尔也会帮着他们“带带娃”，在孩子身体情
况稳定的情况下，她会带十一和米乐游大
明湖，也会带一真吃牛排、去抓娃娃。

小小的心愿

“张明（化名）老师啥时候来呀。”一真
总是问着妈妈。张明是谁？在一真眼里，张明
是他的英语辅导老师，更是他要好的“大朋友”。
殊不知，张明也是一名癌症患者。

一次偶然，张明在网上刷到为患病儿

童免费发物资的视频，屏幕前活泼可爱的
“小光头”让他过目难忘。没过几天，他来到
视频里的地点，还带来一些棒棒糖。一真是
来领棒棒糖的孩子，与妈妈李兴玲打过招
呼，两人聊起来。第二天，张明送给一真一些
书。再后来，张明成了面包店常客，替张曼
看店，久而久之大家都熟悉起来。张明会
把国内外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发给王茜、
王婷，让她们了解最近消息。

27日下午，张明带着书和零食也来到
面包店，帮朋友把这一些儿童节礼物送给
小十一和小米乐。

爱心在通过面包店蔓延。
“以前的客户也会给我一些物资，让

我发放给这些抗癌孩子手中。”张曼说，有
位来自河北的好心人看到孩子的视频后，
从今年3月份开始，每月给她转500元，让
她买面包也好，买生活用品也罢，总之，无
论如何，要给这些“小光头”献上爱心，“我
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

“每次感觉希望渺茫的时候，会有人
来拉自己一把。”这让王茜、王婷和李兴玲
也越来越相信，总能从这条路走出来。

抗癌宝宝在济求医路：

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同行

一
真
和
妈
妈
在
曼
姐
面
包
店
的
合
影


“风险高”“治愈难”“花费多”……这
些词汇往往成为压在癌症患儿一家人身
上的大山。但是继续治疗还是放弃？在面
临这一选择时，多数人毫不犹豫选择前
者。

拼命活下去的抗癌宝宝，他们的家庭
也在拿命“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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