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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路上扶贫人

“这是家的味道……”

时光走进8月，吕淑贤再次带着老
伴回到了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住院部。

她的老伴儿已患有多发性骨髓瘤
16年，去年10月查出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从此几乎离不开医院。“前
段时间回家了些日子，指标又不好
了，只能再回来住院。”吕淑贤有些
无奈。

办好入院手续已经快到中午，吕
淑贤要开始为老伴张罗午饭。骨髓瘤
患者对饮食的卫生与营养要求都很
高，“他现在肠胃很脆弱的，医生建
议三餐最好自己做。”

吕淑贤轻车熟路地来到距离医院
最近的菜市场，买好今天要用的菜，
来到位于医院斜对面的括苍小区，这
里藏着一个“爱心厨房”。

中午厨房的人最多，需要排队。
吕淑贤把菜放到操作台上，在登记本
上填好信息，便开始忙碌起来。一会
给垃圾桶套上塑料袋，一会提醒大家
洗完砧板要立起来，然后起身去倒垃
圾，一刻不得闲的她俨然像这里的

“主人”。
“爱心厨房”于今年2月开始投

入使用，供附近医院的血液病和恶性
肿瘤患者家属使用。吕淑贤说，她是
最早的一批“客人”，自然要比其他
人更熟悉这个厨房，多做些也是应该
的。“沈姐帮了我们很多，我们当然
也得自觉把厨房打理好，不能再给她
添麻烦。”

吕淑贤口中的沈姐名叫沈香女當，
是这间厨房真正的主人，如今的“爱
心厨房”原本是她家的柴火间。

“我做志愿者很多年了，所以和
医院接触比较多，也认识很多重症病
患的家属，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
有些病人吃不惯医院的饭菜，只想吃
口来自家的味道，但附近能做饭的房
子租金也不便宜，很多家属特别犯
难。”于是，身为丽水市莲都区“沈
姐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协会”
的负责人，沈香女當设立了这个爱心共
享厨房。

忙活完厨房的杂事，终于轮到吕
淑贤做饭。厨房里，吕淑贤有自己的
伙伴，也是同一病区的病人家属。两
人总是一块做饭，再相伴回到医院。

“一个南瓜烧好，我们两家一起吃。
两个人各烧两个菜，每个人每餐就有
四个菜。”

病房内，吕淑贤的老伴乐呵呵接
过老伴精心制作的餐食，大口送进嘴
里。“就好这口，这是家的味道啊。”
看着乐观的老伴，吕淑贤对于家的想
念似乎也不再那么浓烈……

“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8月11日，沈香女當收到一个特殊
的包裹，看了随包裹附送来的卡片的
她，瞬间泪目。

“自从弄了这个厨房，和重症病

患家属接触得多了，泪腺似乎都发达
了，有时被他们感动，有时又特别心疼
他们。”沈香女當说。

这个包裹里装着20多个鸡蛋，寄
件人是来自庆元县的一位病患家属，他
在信上写道：“沈姐你好，我在爱心厨
房做了4个月的饭，这段时间不仅让家
人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饭菜，也为我们省
下了在医院附近租房的一笔不小的支
出，真的非常感谢，希望爱心厨房越办
越好。”

“厨房刚开半年，时间不算长，但
却收到了很多这样的致谢。”沈香女當
说，“很多重症病人家里很难，却时时
怀着感恩之心，也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其
他病患家属，我常常从他们身上感受到
世界的美好和温暖。”

沈香女當见过太多因为一顿饭而犯难
的患者。早些年，沈香女當偶尔会邀请患
者家属到自己家做饭，但很多人怕添麻
烦，总是不好意思去。

“得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念头始终
挥之不去，于是，“爱心厨房”应运而
生。“我能力有限，一开始拿不出那么
多钱，厨房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桌
子，一张灶台，一口锅。”对于沈香女當
的善行义举，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只是
爱人担心她“坚持不下去，让人笑话，
也为患者添麻烦”。

沈香女當也曾怀疑自己是否能坚持。
“但和这些病患家属接触越多，我越坚
信自己一定会坚持做下去，并且要越做
越好。”沈香女當说：“现在和很多病患家
属已经很熟了，把他们当自己的家人，
也常常牵挂他们。”

因为这间厨房，沈姐每月新增的开
支在3000元到5000元左右。每个月厨
房需要消耗多少水电、燃气、油盐酱
醋，沈香女當如数家珍。每天，沈香女當总
是一个人在厨房待到很晚，查看白天有

多少人登记做饭，合计着第二天需要为
大家补点什么。

有时候，沈香女當还肩负着帮家属带
菜的工作。“有些患者家属不方便出
来，有些刚来找不到菜市场，反正我也
要买菜的，举手之劳。”

很快，丽水市中心医院附近有个
“爱心厨房”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个厨
房也渐渐成了很多异地病患家属的喘息
之地，他们可以暂时收起病痛带来的困
扰，和新认识的伙伴讨论讨论菜价和新
闻，抓住生活的美好和乐趣。

希望温暖更多人的心

接受记者采访当天，沈香女當刚忙着
为厨房又新添置了一组洗菜池，花了
1500元，“这样他们就可以减少排队等
候的时间。”前一阵，沈香女當又租下一
个小仓库，“很多病人会暂时回家，行
李没地儿放，有了这个仓库就方便多
了。”

这半年，包括吕淑贤在内的第一批
“客人”见证着厨房的变化：摇摇晃晃
的老旧木桌换成了两张不锈钢桌子，搭
了雨棚，又新添了两张灶台、两个炒锅
和5个高压锅。厨房虽然看上去依旧简
陋，但每个曾使用过这里的人都倍感珍
惜，用完后总会收拾得光洁明亮。

对于特别贫困的重症病人，沈香女當
尤为关注。“有些患者有时会特别想吃
点好的菜，但家属们有心无力。”针对
这些病患家属，沈香女當建了一个微信
群，目前群里加上她共有24人。每个
月的固定两天，沈香女當会专门为这些病
人做两个“硬菜”，“每次都给炖锅肉、
鱼或者其他一些有营养的菜。”

采访中，沈香女當不时眉头紧锁，多
次为自己的能力不足表示遗憾。“一下
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厨房还有很多要添

置的，将来我想再买个冰箱，这样他们
吃不完的菜可以保存起来，不至于浪
费。”沈香女當说：“有能力了，我还想每
天给有需要的患者加餐，让他们都能吃
得健康，身体能早点好起来。”

作为丽水市莲都区政协委员，在近
10年的履职过程中，沈香女當一直为困
难群体鼓与呼。爱心厨房最需要帮助
时，沈香女當第一时间想到了政协平台。

“政协一直很支持我们。”沈香女當告
诉记者，6月进入雨季，厨房亟须加盖
雨棚，区政协领导立即联系相关部门解
决了问题。“他们还多次组织政协委
员、政协机关干部为爱心厨房需要帮助
的病患募捐。”沈香女當笑着说。

如今，爱心厨房也渐渐成为互助的
平台。前段时间，一位爱心人士前来慕
名为厨房装上了两台崭新的油烟机；附
近的居民也常会送来新鲜的蔬菜水果，
米面油盐，每次问及姓名，他们总是摆
摆手，匆匆离去。

“现在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知道了
这个厨房，很多志愿者义务过来帮忙。
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病
患家属能够吃到属于家的味道。”沈香
女當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

除了一幕幕温暖感人的场景，医院
也总绕不开“离别”。“有时候熟悉的面
孔无声无息就在厨房消失了。”沈香女當
总会得到这样的回复：“人在抢救。”抑
或“人已经走了，我们回老家了，感
谢。”

如今，沈香女當依旧需要很长时间去
消化这样的离别，但她从不后悔开了这
样一间“赔本”的厨房。“总归是有人
来，有人走。”沈香女當说，无论如何，
他们需要更多的善意支撑他们继续走下
去，哪怕只是简单的一餐清水煮菜。

“我希望能把厨房的火一直烧下去，并
且越烧越旺，温暖更多人的心。”

浓浓烟火气 最是暖人心——

医院旁边，有家爱心共享厨房……
本报记者 郭帅

8月 13日，福建厦门思明区莲
前街道前埔社区等地解除疫情封控，
并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解封的背后，
离不开一群奋战在社区防疫一线的

“红马甲”——由前埔居民组成的志
愿者队伍“爱心帮帮团”。

前埔社区的前埔社被列为中风险
地区后，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积极响应
疫情防控指挥部号召，迅速组织志愿者
协助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由思明区城市
义工协会创办的新厦门人图书馆就在前
埔社，居住地封闭后，这家公益图书馆
在第一时间便发起组建了由30余人组
成的志愿服务队“爱心帮帮团”。

在核酸检测现场协助维持现场秩
序、引导居民扫码做好信息登记、在
深夜排查小区人群聚集……披星戴月
是“爱心帮帮团”队长刘扬喜和其他
志愿者的工作常态。来自四川的刘扬
喜说：“住久了对这里有感情。在做
好自身防疫的同时，就想为邻居做点
事情，为抗击疫情出点力。”

来自封控小区内居民的求助也得
到了“爱心帮帮团”的积极回应。8
月3日，前埔社防疫工作前线指挥部
服务咨询热线接到居民胡先生的来

电，说他儿子 8月 6日要填报高考志
愿，可家里电脑坏了。热线将求助转给

“爱心帮帮团”后，刘扬喜二话不说，
立刻联系胡先生：“我家里有笔记本电
脑，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8月4日，“爱心帮帮团”又接到热
线转来的求助，居民沈先生的孩子被开
水烫到了，急需烫伤药。因一时找不到
烫伤药，队员林赟把自家的芦荟胶和棉
签送上门，帮孩子缓解疼痛。

抗疫之时又逢台风“卢碧”，厦门
连日暴雨倾盆，服务队的志愿者们踩着
没过脚踝的积水，在大雨中拿着喇叭，
一遍遍地提醒居民关好门窗、收好易坠
物品，做好台风安全防护工作。暴雨间
隙，志愿者们又忙着整理被刮倒的帐篷
等物品……

“志愿者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
通人，在社会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贡
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思明区城市义
工协会会长王忠武介绍说：“在疫情防
控期间，我们共同经历了7轮以上的核
酸检测，每个人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每
个人都接过了众志成城的接力棒，相信
只要守望相助、团结互助，一切困难最
终都能克服。”

“就想为抗击疫情出份力”
——厦门社区志愿服务队抗疫小记

本报记者 照宁

时值仲夏，湖南省株洲市攸县丫
江桥镇严良村，1000多亩的湘莲种
植基地里，荷花盛放，莲蓬成熟，清
香袭人。在青山绿水和片片荷叶的掩
映下，三五成群的采莲人成了一道亮
眼的风景。

16年前，进入严良村唯一的路
还是一条蜿蜒的泥路，路两侧便是悬
崖。由于海拔高、弯道多，冬天村里
容易结冰，村民进出极为不便。
2005年，一位青年的返乡即将为穷
困落后的严良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改
变，那年，彭礼华被推举为村支书，
这一干就是十余年。

“村里原来穷，现在环境可好
了，还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村民们都说，严良村的变化离不开这
位颇带传奇色彩的村支书，“我们都
觉得他有勇有谋，威信高，都愿意跟
着他干。”

村民们之所以觉得这位村支书传
奇，源于2008年发生在村里的那场意

外。那年，一位村民因烧炭引发森林火
灾，彭礼华立即和几位乡亲一道上山灭火。

扑救中，两位参与救火的村民不幸
牺牲。彭礼华脸部及身体被大面积烧
伤，左腿严重变形，导致终身残疾。

大火烧伤了彭礼华的身体，却没有
烧垮他的精神。经过近两年的治疗和康
复训练，彭礼华重新学会了走路。“能
走能看，我还能带着村民干更多的事。”

经过这场大火，彭礼华决心先把村
里的环境搞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2012年，再次高票当选村支书的
彭礼华，将整个严良村道两旁栽上了桂
花树，一条心旷神怡的绿色风光带成了
村里的新地标。6年后，曾经偏僻落后
的严良村，被评为株洲市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

2013年，在彭礼华的带领下，村
民们开始开山修路。彭礼华先是带头出
钱集资，随后又四处化缘。

两年时间，村民们每天吃住在工
地，村干部日夜值守，终于在山涧绝壁

中修出了一条路。
路通了，彭礼华又开始动脑筋：

“老百姓的思路要变，产业要转型，土
地也要转型，这样村民们才不会守着一
亩三分地过苦日子。”他利用自己在外
出务工时学到的技术和经验，投资引进
湘西黑猪进行养殖，成功帮助30多个
困难家庭脱贫。

村民张强（化名）因沉迷赌博，全
家陷入了绝境。彭礼华听说后多次到张
强家，推心置腹地劝说，不仅帮助他戒
掉了赌瘾，还鼓励他一起养猪，并为他
送去6只猪崽，和他一起搭建养猪场，
指导他如何科学喂养。

猪崽长大后，彭礼华又帮助张强找
销售渠道。经过几年的努力经营，张强
家彻底变了样。“当时自暴自弃，很感
谢村支书没有放弃我。”现在，张强还
承包了10多亩水田，添置了1台收割
机，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5年，彭礼华又发现了新的致
富“密码”——种植湘莲。他牵头成立

了株洲市莲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租赁
了320亩水面，发展湘莲种植。凭着肯
钻研、能吃苦的精神，彭礼华带领村民
种出来的湘莲不但产量高，品相也好。
次年，他又扩大了湘莲种植面积。

彭礼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同等
薪水下，残疾人和困难户就业优先。

“我是残疾人，知道他们的难。”如今，
公司30余位员工里，有22名为残疾人
或贫困家庭成员。“有了稳定的工作，
这些家庭就能慢慢过上好日子。”彭礼
华说。

这两年，彭礼华又带领村民开展了
全村安全饮水和农田整改等项目，均取
得了不错的成效。同时，他还引进了扶
贫车间，兴建蔬菜基地，开展杂交水稻
制种等，解决了全村闲散人员的就业
问题。

在彭礼华和乡亲们的不断努力下，
严良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提升，51
户建档的贫困家庭全部脱掉了贫困帽。

“只要努力去做，就能改变生活。”彭礼
华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无论是在自己
的人生道路上，还是在带领村民振兴乡
村经济的道路上，这一信念始终贯穿于
他的生活与工作，即使身心上遭受了重
大的打击，也从没动摇过。

“虽然大火让村支书毁了容，但在
我们心里，他就是我们美丽乡村那张最
善良的新名片。”村民们说。

浴火重生，打造美丽乡村新“名片”
本报记者 郭帅

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斜对面的括苍小区西北角，有一个爱心共享厨房。在这里，燃气灶具、
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调料一应俱全，免费供附近医院的血液病和恶性肿瘤患者家属使用。

爱心共享厨房由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政协委员沈香女當设立，她说：“希望更多来自外地的病患都
能吃上新鲜可口的饭菜。”

沈
香
女當(

右
一)

和
病
患
家
属
在

﹃
爱
心
厨
房
﹄
忙
碌

受
访
者
供
图

本报讯 为感谢户外工作者
的辛勤付出，长沙广电《公益长
沙》频道日前联合湖南省慈善总
会、长沙市望城区志愿者协会共
同发起“星城绿洲·清凉驿站”
爱心冰柜公益活动。

“爱心冰柜”设置在望城正
荣广场、吾悦广场，柜门上标注
温馨提醒：“环卫工人、交通警
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可免费

自取冷饮。”活动负责人表示，冰
柜内放置的冷饮为爱心商家、企业
及市民捐助的，通过青少年暑期社
会实践等形式，为夏日高温工作者
送去清凉的同时，也让广大市民以
最便捷的方式共同参与公益志愿服
务。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预
计将募集发放爱心矿泉水万余瓶。

（李宇 谢海梁）

长沙：“爱心冰柜”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 舒迪）为祝
贺中国香港乒乓球代表队在东京
奥运会取得佳绩，打破香港有史
以来在奥运会比赛同类项目中的
最好成绩，恒生银行近日宣布,
为出战本届奥运会的中国香港乒
乓球队提供 320 万元港币的
奖励。

据介绍，自1991年起，30

年来，恒生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推动乒乓球运动发展，希望让
更多香港年轻人加入这一运动，助
其建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培养
健康的生活方式，为香港乒乓球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未来，恒生银行
将继续支持香港乒乓球事业的发
展，为香港乒乓球队不断注入活
力，也为全社会带来更多贡献。

恒生奖励香港乒乓球队320万元港币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中
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日前组织
相关医疗专家走进云南丽江，针
对当地老年人因高原气候而患上
的长期膝关节和踝关节疼痛，开
展慢性疼痛疾病爱心义诊活动。
与此同时，在吉林、宁波、北京
三站之后，中国儿童自闭公益万
里行还对丽江当地的4个自闭症
孩子进行公益救助。

此次活动由中国老年保健医学
研究会主办，现代中医老年养生保
健分会和老年疼痛疾病研究分会承
办，中国儿童自闭症公益万里行执
委会等协办。按照规划，现代中医
老年养生保健分会和老年疼痛研究
分会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走进基
层，为更多老年病患提供上门服
务，有效缓解老年慢性疼痛带来的
痛苦。

公益义诊走进云南丽江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如何让失地农民再就业，成了安徽省安庆市迎
江区龙狮桥乡长青社区干部的“心上事”。近年来，社区干部积极与周边乡镇联
系，为失地农民牵线搭桥，通过租地等方式从事蔬菜种植。目前，已有 7 户有

“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在相邻乡镇租地种植蔬菜，年收入在7万元以上，有效
解决了再就业问题。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社区助力农民再就业社区助力农民再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