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壹读·暖闻 2018年2月6日 星期二

编辑：李晓东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淼

本报菏泽2月5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颜文珠 贾艳艳） 受持续

低温天气影响，不少水面早已结冰。日
前，菏泽定陶区一名11岁的少年不慎掉
进水库，危急关头，64岁的老人耿现书
赶忙施救，最终在村民的帮助下，成功
救起落水少年，自己脸上、身上被冰划
满了深深浅浅的伤痕。

“爹，爹，有个小孩掉水里了，快
来……”1月30日下午5点左右，正在屋
里做饭的定陶区张湾镇耿家村村民耿

现书听见三儿子的呼喊，赶忙向自家屋
前的水库跑去，边跑边喊，“快来人啊，
有小孩掉水里了。”

耿现书赶到水库边，远远看到离岸
约20米处，一个泡在冰水里的男孩，正
手拿一根小棍艰难地支撑着，嘴里大喊
着“救命”。支撑男孩的冰面随时都有破
裂的危险，情况危急。耿现书还没等邻
居们赶来，就匆匆脱下棉衣棉裤棉鞋，
只穿着秋衣内裤，向男孩落水的地方缓
慢移动。

越往水库中心走，冰层越薄，离落
水男孩还有1米左右的时候，冰面突然
大面积坍塌，耿现书一下子落入刺骨的
冰水里。顾不上寒冷，他挣扎着向孩子
游去。然而，冰冷刺骨的河水让耿现书
不住地打冷战，无法将孩子顺利救出。

危急时刻，纷纷赶到的邻居拿来了
竹竿和长绳尝试将他们从水里拖出来。
最终，在岸边村民的齐心协力下，耿现
书和落水少年被救了上来。

两人一上岸，就被岸边的村民用遮

雨布裹着送去了村里的澡堂。64岁的耿
现书冻得浑身通红，脸上、身上布满了
深深浅浅的伤痕。由于救援及时，落水
孩子并无大碍。

1月31日上午，落水少年和其母亲
一同来到耿现书家中表达感谢。

“当时也没多想，看见孩子在水里扑
腾，光想着救人了，脱了衣服就下去了。”
面对村民的赞扬，平时少言寡语的耿现
书仅仅淡然一笑，他说，也不是啥大事，
相信大家伙儿遇到这种事都会这样做。

少少年年落落水水，，6644岁岁老老汉汉卧卧冰冰救救人人
冰面划伤老人，众人合力将二人救出

2017年夏天，山东省立医院附近一处出租屋有了一
个特殊的名字：爱心厨房。每天来这里做饭的有货车司
机、修理工等不同职业的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
白血病患儿家长。好心人的捐款维持着爱心厨房的运转，
爱心厨房也给病房内特别困难的患者、家属提供着免费
午餐。截至目前，这间爱心厨房共收到300多位爱心人士
的捐助，约有150个家庭使用过该厨房，爱心效应也在逐
步扩大。

白血病患儿家庭共享爱心厨房，还会送出免费午餐

330000多多人人聚聚力力筑筑起起““小小厨厨大大爱爱””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实习生 夏铭睿

来济南为女儿治病
遭遇吃饭难题

2月5日中午12点，记者来到这家位
于济南经五路纬六路口东北角二楼的
爱心厨房。此时，李朋和四位病患家属
正在房间的茶几上吃饭，一人拿着一个
馒头，一盘黄瓜木耳炒鸡蛋，两盘蘑菇
粉条。菜量不多，五个男人很快一吃而
净。

爱心厨房发起人李朋说，这些菜是
中午给病房送饭剩下的，怕浪费，就当
了患儿家长们的午餐。这五个人的孩子
有的在住院，有的则在家休息，等待着
下一次的化疗。

爱心厨房布置得非常细心，甚至可
以用“规范化”来形容，碗橱架、书橱、米
面油、垃圾桶等物品的摆放位置均有标
识。每天在这个仅有几平米的厨房里忙
活的，基本都是患儿的爸爸，妈妈们则
需要在病房里陪着孩子。

2017年3月，李朋的女儿确诊为白
血病，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暂时渡过难
关。设立爱心厨房的想法，是他带女儿
从老家东平来济南看病时，在病友遭遇
吃饭难的启发下萌发的。

去年6月，女儿在山东省立医院化
疗期间，医生要求在饮食上必须特别注
意，附近餐馆以及外卖快餐不能再吃
了。李朋只好在医院附近花高价租房做
饭。他发现，和他情况差不多的病人家
属，都很难找到做饭的地方。他就给大
家提供便利，也可以来做饭。后来他又
重新租了房子，方便更多的病友。

一些病友得知“爱心厨房”的事情
后，都被这份朴实的温暖打动，纷纷带着
食材加入进来，也陆续有好心人捐款。

李朋给记者看了一份捐款名单。“1
月24日，有人给我们捐了一万元，这是
爱心厨房创办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
捐款，一下子让人看到了运转下去的希
望。”李朋说。

李朋心中明白，爱心厨房之所以能
撑到今天，是社会爱心人士、病患家属
共同努力的结果。

月均开支五千多元
每顿饭都有明细账

2月5日，厨房值班表显示是病患家
属黄佩军值班。上午9点，黄佩军来到位
于经三路的一家蔬菜店，店老板李志熟
练地拿出“爱心厨房专用账簿”，一一记
录下黄佩军购买的食材。

对于爱心厨房，李志早已不陌生
了，他和这些病人家属也成了熟人，每
次有爱心厨房的人来买菜，他都挑选质
优价廉的蔬菜并给出最低价。“肉17 . 6
元、木耳10元、黄瓜14 . 6元、胡萝卜4 . 4
元、蘑菇9 . 2元、馒头4元，共计59 . 8

元。”李志记好后，黄佩军在账簿上签字
确认。

回到爱心厨房，黄佩军便忙活着洗
菜、择菜。10点左右，他开始炒菜做饭，
并喊来另外一名病患家属一起将做好
的饭菜盛放到11个餐盒中。11点左右，
黄佩军拎着装满餐盒的袋子来到省立
医院血液科病房，按照“老规矩”把饭放
到病房走廊大厅的桌子上，等待着病人
家属来取。

至于每天的花费，记者统计了爱心
厨房在蔬菜店的记账，从1月13日至今，
共消费1088元，全部用于购买食材。李
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房租每月
1450元，水、电、燃气费每月1000元左
右，买蔬菜、食用油、面条等费用约2000
元左右，再加上有时会给困难病友送些
急用品，每月开支5000余元。

“平均每天十五份左右免费午餐，
送给那些家里情况实在困难的，或者经
常来这里帮忙的。”李朋说。

去年九月，爱心厨房曾遭遇过一次
“危机”。李朋形容说，当时钱款紧张，基
本是人家送啥就吃啥。

对于现在的情况，李朋表示“好多
了”。他介绍说，“现在有一个二百多人的
群，都是爱心人士，一直关注着我们这个
厨房。我们会把爱心人士的捐助公示给大
家，告诉大家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哪里。”

共享爱心厨房
济南至少有四家

记者了解到，像爱心厨房这样的
“共享厨房”，在济南至少还有三家，不
过他们是由大病筹款平台机构运营。曾
有机构想“收购”李朋的爱心厨房，不过
被病房里的家属们拒绝了。

2月1日中午，记者来到齐鲁医院附
近一间位于8楼的公寓，这里也是病友
们的爱心厨房。

推开门，恰逢屋内李盛正在给孩子
熬粥。李盛家是枣庄驿城区农村的，去
年12月15日，老李三岁的二娃从枣庄的
一家医院转院至齐鲁医院血液科，被确
诊为白血病。

这间“共享厨房”其实是一间公寓
改造的，屋内摆设不多，除了一张可供
休息的沙发，其他都是与做饭有关的物
件。十二个格子的储物柜和四层高的储
物架永远是满满的。

老李告诉厨房里的志愿者，这几天
估计邻床的小张是不会来了，因为小张
孩子的病情遇到点意外情况，病情加剧
到“高危”了，现在小张是一口饭也吃不
下去。志愿者说，陪床家长来这里做饭
的次数，能看出病房的情况，这个厨房
也是病房的“晴雨表”。

与李朋爱心厨房不同的是，这处
“共享厨房”主要是个人自主做饭。记者
数了数，总共有26家的物品。虽然屋内东
西多，但谁家的东西却分得很清楚。老李
指着储物架上的红豆、红薯、粉条、菜花、
一小桶花生油说，“这些是我们家的”。爱心厨房里好心人捐赠的物品摆放在窗台上。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患者家属正在爱心厨房盛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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