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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40多平小房子里白血病患儿家属抱团取暖

爱心厨房的第五年
挺着，一直走下去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一个善念有了爱心厨房

2月初，刘子豪第一次来爱心
厨房。他今年21岁，5岁的妹妹在
2020年底查出白血病。

母亲在医院陪着生病的妹
妹，父亲回海阳老家给妹妹收拾
住院要用的东西，租房子的重任
就落在了刘子豪身上。

在妹妹生病之前，一直在学
校读书的刘子豪从来没觉得自己
已经是个成年的“大人”。老大和
老二的“战争”从不会因为年龄的
差距而熄火，在家他也会跟妹妹
吵架，相比父母对妹妹的“纵容”，
他总是“不懂得让着妹妹。”

一直活蹦乱跳的妹妹生病
了，父母好像一夜之间老去。一直
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刘子豪，
需要扛起照顾妹妹的重任。妹妹
的病友家属建议他去医院旁边的
爱心厨房看看，“大家伙都在那，
不懂的就问李朋，他是个好人。”

家属口中的“好人李朋”，此
刻正趴在厨房客厅的桌子上登记
物料。说是客厅，不过是个不足10
平米的狭小空间。

从厚厚的文件夹里抬起头，
李朋熟悉地招呼刘子豪坐下，简
单交流后，把刘子豪拉到爱心厨
房的微信群里，同时发布了寻租
信息——— 三分钟后，微信群里信
息闪烁，有群友回复：下周要回老
家治疗，房子可以转租。

白血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要给
孩子吃什么，什么时候最疼，什么
时候免疫力最低，家长要怎么调
整自己……一桩桩，一件件，李朋
细细地交代给刘子豪。本来一直
绷着的刘子豪哭了起来，李朋不
说话，给他倒了一杯水，默默等他
哭完。

这样的场景和眼泪，李朋已
经见过太多。这是他曾走过的路，
如今他指引着别人再走一遍———
带着患儿家属少走一点弯路，孩
子就少受一点罪。

李朋是爱心厨房的发起人。
创建于2017年6月的爱心厨房，最
初是李朋为女儿治病所租下的房
子。女儿轩轩患白血病在省立医
院治疗，为了方便女儿治疗，李朋
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给女儿做
饭。白血病患儿的饮食需要格外
注意，尤其是化疗后身体极度虚
弱，需要极为精细的饮食照顾，李
朋就招呼一些不方便租房的患儿
家属来家里做饭。时间长了，来这
里做饭的人越来越多，“爱心厨
房”的名字就慢慢喊了起来。

很多像刘子豪一样的白血病
患儿的家属慕名前来。在爱心厨
房，除了“做饭”外，互相安慰、互
相帮助，抱团取暖给了他们坚持
下去的力量。

做饭的大部分都是爸爸

只占了房间几平米的爱心厨
房，摆满了盛放调料的瓶瓶罐罐。
几个炒锅擦得锃亮，每天中午都
会有不同的味道从中飘出，温暖
病房里某个孩子的胃和心。这小
小的一方天地，因为烟火味，有了
家的味道。

“开始就是个做饭的地方，但
是时间久了，大伙儿就都把这当
家了。”李朋说，孩子在医院里需
要妈妈全天照顾，孩子爸爸就跟
着办理一些手续，给孩子做饭送
饭，因此来爱心厨房做饭的基本
都是孩子的爸爸。

在爱心厨房，“互相帮助”是
抱团取暖的主题词。孩子在治病，
谁家都会有个不凑手的时候，大
家伙儿就一起去帮忙。患儿经常
面临出院、转院，因此搬家是常
事，大家伙儿就一起搬搬扛扛。

爱心厨房记录了爸爸们的付

出。他们身份各异，有公务员，有
厨师，也有农民。很多爸爸刚来时
不会做饭，男人之间互相交流切
磋厨艺，做上几顿也都会了。有个
爸爸高高大大，十个手指头根根
都像胡萝卜一样粗，但是包出来
的水饺一个个小巧玲珑，孩子们
都爱吃；有个年轻爸爸跟着厨师
拜师学艺，孩子治病待了一年，病
情稳定出院的时候手艺都能出去
开小吃店了。

为了照顾孩子，这些爸爸的
工作基本都放弃了，主要就是打
零工，送外卖或者晚上跑代驾，但
这些收入和孩子治病的花费比起
来，显得格外微薄。钱几乎是困扰
每个人的问题，但大家伙儿还是
会尽力地互相帮助。李朋说，曾经
有个大哥家庭尤其贫困，妻子有

病，女儿得了白血病，自己照顾孩
子的时候又病倒了，在病房动不
了。李朋跟几个同在爱心厨房做
饭的爸爸轮流照顾他和他的女
儿。这个大哥的医药费，也是几个
人凑着给交上的。

每个孩子在这里治病的家
长，都有一段辛酸往事。李朋曾见
过一个来自济宁的大姨，为了省
下钱给孙子治病，晚上就睡在广
场上。知道这个事儿后，李朋晚上
找到了这个大姨，给她在爱心厨
房支了一个简易床。为了感谢李
朋，大姨就成了爱心厨房的义工，
只要得空就来打扫卫生。

“我们很多义工都是患儿家
属，还有很多义工是社会上的好
心人。”李朋说，来这里帮忙的义
工里，有山航的空姐，有附近的学

生，有家庭主妇，也有很多企业的
普通员工。

爱心、感动和别离，在爱心厨
房总是交织上演。白血病极易复
发，就算是换了骨髓，也可能会反
复。因此很多人从爱心厨房离开
了又回来，不询问孩子的病情，是
家长们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在
这的人没有放弃孩子的，只有实
在没办法的。在这儿的很多家长
跟我一样，这辈子就打算把照顾
孩子当成唯一的事情来干，只要
孩子好，自己怎么样，受什么苦都
无所谓了。”

起源是为了给女儿治病

李朋是爱心厨房的主心骨。
他是个长相敦厚的年轻人，个子

不高，但是有着山东人明显的浓
眉大眼，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神
色平静。在没有创办爱心厨房
之前，李朋一直过着极为普通
又幸福的生活，尤其是懂事的女
儿轩轩，给家里带来了无限的欢
乐和幸福。

“孩子查出急性白血病后，我
带着孩子去天津治疗，一个月就
花了6万元，医生说首期的治疗费
还要10万元。当时家里全靠我在
钢铁厂上班挣钱，实在没有钱
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朋带着
孩子回到了泰安老家治疗。在
筹集手术费的过程中，很多社
会的好心人为孩子伸出了援手，
加上一家人的努力，这让孩子的
治疗得以延续。

“经济稍微缓了一点，我就带
着孩子来济南治病。为了给孩子
做饭，花1500元在医院附近租
了房子。有孩子同病房的家属
不方便做饭的，就喊过来一起
做饭吃。”李朋说，大家来做饭，
都是自己带着食材。后来为了
方便大家，就干脆买了个储物
柜，每个人一个储物抽屉，省得
来回提着食材。很多柜子都没有
上锁，对于在这做饭的孩子家长
来说，爱心厨房就像家一样，不用
设防。

“女儿治病的时候受了大家
不少帮助，我做这些也是想回馈
更需要帮助的人。”开心的是，小
厨大爱的故事流传开来后，爱心
人士捐赠的米面、蔬菜以及钱款
也汇聚而来。李朋把这些善款和
物资一笔笔登记在册，既贴在墙
上公示，也在朋友圈发布，每一笔
钱的用途、每一袋米的流向都清
清楚楚。这些钱款，除了用来维系
爱心厨房的日常开支，还为一些
经济条件特别差的患儿家属提供
免费午餐等帮助。

谁都不舍得关掉这个家

钱，一直是困扰着爱心厨房
的大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二三十
人来做饭，柴米油盐酱醋茶，笔笔
都要花钱。李朋却没想通过厨房
收费：“条件稍微好点的孩子家长
都自己租房子了，需要在外面做
饭的是实在困难的。怎么问他们
要钱？”

“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女儿
的病情复发，我把主要精力放在
了孩子的治疗上，就把厨房转
交给其他几位病友打理。”李朋
说，爱心厨房的运转主要是靠
爱心捐款，因为入不敷出，维持
厨房运转的账面资金越来越
少，连房租、水电费都成了问题，
爱心厨房遇到了成立之后最大一
个坎。

2019年初，李朋接到了房东
的电话，问他爱心厨房还租不租，
因为已经没办法续房租。“当时
女儿的病情已经比较稳定，我
心里踏实很多，最重要的是还
有很多病友需要爱心厨房，没
了这个地方真的挺可惜。”尽管
压力如山，李朋还是用女儿看
病剩余的爱心款交了半年的房
租。回到济南后，李朋再次接手打
理爱心厨房。

好在，爱心厨房不是李朋一
人在支撑。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
儿家属，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谁都不舍得关掉这个“家”一
样的地方。为了让爱心厨房运转
下去，在这儿的男人们，都不吝
啬自己的一把力气，大伙儿一
起开过水站、卖过蔬菜，虽然因
为时间等原因无法长久维系，
但社会的捐助支持加上大伙儿
的努力，爱心厨房总算是维持了
下来。

初春的2月，一切都显露出勃
勃的生机。李朋说，女儿目前的状
态还不错，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
情。“就挺着，一直往前走。大家一
起在爱心厨房做个伴，一起鼓劲
往前走下去。”

这实在是一间不起眼的房子。
从山东省立医院往西，先走过一条窄窄弯弯的巷子，再穿过充斥

着各种味道的小店，最后在街道的尽头踏上“吱吱”作响的楼梯，就是
爱心厨房的地址。

这是个只有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紧凑而逼仄，有着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职工宿舍的典型风格。如今，这所简陋的房子变成了很多白血
病患儿家长心灵的慰藉之所。他们在这里免费做饭、交流，在缭绕的
烟火中抱团取暖。

李朋告诉刘子豪（右）一些白血病治疗注意事项。

爱心厨房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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