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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
推开门，走进其中一个“小家”。宽敞的客厅里，志

愿者丹丹和敏敏坐在电脑前统计小家上个月的开销，窦
瑾正在电话中跟志愿者讨论为孩子们准备什么样的新
年礼物。

这是一个三室两厅的套房。在3号房间，10岁的飞
飞靠在床头玩着妈妈的手机，对面的窗户可以眺望到远
处群山；2号房间里，小梦在专注地写作业，两天后，她的
复查结果将出来，决定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公共厨房里有两个灶台，火烧得正旺。小宇爸爸在
将热腾腾的饭菜出锅，一旁是来自贵州的圆圆妈妈，她
炒的鱼香肉丝让房间里香气弥漫。

“这里就像一个真正的家……”圆圆妈妈说起小家
眼里就包着泪水。7岁的儿子患有白血病，抗癌之路已
持续了四年。她请了长假，带着孩子辗转黔渝两地，四
年来每一天的艰辛都历历在目。“跑了重庆至少有20多
趟吧，每次都在这里落脚。”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小家和豆豆他们，可能很难支
撑下去……”圆圆妈妈口中的豆豆，正是小家的家长们
对窦瑾的昵称。

此刻，豆豆又在忙着整理照片墙——每一年，结束治
疗，告别小家的孩子和家长们都会把心愿和祝福写下来。

“宝贝加油，战胜了这次的困难啊，以后啥都不怕了”“谢谢
小家，我们永远都会把这里当成真正的家……”

“小家”的搭建
2013年，身为美术教师的豆豆偶然在网上资助了患

白血病的女孩小曼，筹集医疗费。不幸的是，小曼做完
骨髓移植后病情复发，在抗癌3年后离世。因为一个年
轻生命的逝去，豆豆开始关注重症患儿这个群体，关注
更多年轻的生命。

在重医儿童医院，不断有来自外地特别是云贵川，
以及重庆区县的家长，带着患有各种疑难重病的孩子前
来就医。

在医院过道，豆豆见到一位母亲疲惫地靠在长椅
上，怀里抱着哭泣的孩子。“附近的住宿太贵了，先凑合
过一晚吧……”

对求医的家庭来说，异地住宿是一笔巨大花销，普
通日租房平均也要百元上下。不少家长往往会选择住
最便宜的，比如50元，甚至30元的床位，哪怕被单上有
隐约可见的污渍，床底下有老鼠乱窜，这对于怀里揣着
东拼西凑来的“救命钱”的父母，都不算什么。“因为每一
分钱，都是孩子康复的希望。他们巴不得把所有钱都省
下来为孩子治病……”

那时，北京、上海等地陆续出现了“爱心小家”——
由公益组织向各界筹集到资金后，为重症患儿家庭提供
免费或是远低于市场价的住宿。

咱们重庆也应该有“爱心小家”，让他们在这里有一
个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

这时，豆豆认识了一位叫舒畅的姐姐，她身患重病，
却也一直在关注这个群体。

2017年1月16日，奇恩少儿关爱服务中心在渝中
区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专门支持陪伴0-18岁恶性肿
瘤患儿。创始人豆豆和舒畅准备开始搭建“爱心小家”。

“小家”的设施
给重症患儿家庭住的房间，一定要能晒到太阳。刚

有眉目，舒畅就被检查出癌症复发，找房子的任务落在
豆豆身上。

骨肉瘤患者上下楼不方便，必须是电梯房；一楼不
能要，因为比较潮湿，容易有老鼠；需要光线通透，让孩
子们在晴朗的日子里能沐浴到阳光，有利于康复；需要
有足够的空间布置玩具角、图书角；床不能太大，也不能
太小……

跑了整整一个月，才租下第一套各方面都比较适合
的房子。房子里面米面粮油都有，卫生纸、洗衣液用完
了随时都有换的。

患儿家庭来到小家后，豆豆和志愿者们会先送上一
个“探访包”，里面有就医指南，比如孩子白血病治疗期
间饮食、肿瘤患儿要注意的事项等。

最初制定的价格是10元住一天，包括日用品、水电
气费等。如果有特别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申请免费。

“真的假的？哪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多半是骗子
吧！”几乎所有的患儿家长都不敢相信，一看完房转身就
走掉。

房子空了一个多月。还是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王珊
帮着给患者介绍，2017年5月，“爱心小家”才迎来了第
一个患儿家庭。

重庆有个

爱心小家

夜幕降临，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以下简称重医儿童医院）一墙之隔的家属区，窗
户里的灯光一盏盏亮起。其中一扇窗内，是“1号爱
心房间”，窦瑾为双人床铺上了洁净的被单，并将上面
的褶皱抚平。十来分钟后，来自荣昌的刘明敬敲开了
门，提着行李箱入住，身后跟着患有神经母细胞瘤的
儿子小松。

这是重庆“爱心小家”接待的第1328个患儿家
庭。2017年1月成立以来，这个公益组织一直在
为重症患儿的家庭提供住宿、求医信息，以及暖
心的鼓励。每家每天只收20元，还包括米
面粮油、生活用品等。

创始人窦瑾走出居民楼，凝望
“爱心小家”窗户里透出来的

光亮，五盏、六盏、七
盏……

每年平均200多个患儿家庭入住
每个家庭每天象征性收费20元

一座桥
9岁的万州骨肉瘤患儿小宇一家，已在小家住了

近8个月。因为生病，小宇的一条腿无法正常走路，
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床上躺着。

小宇妈妈打了一个比喻：孩子患病以后，所在的
家庭就好像是一座孤岛。那座岛就像在世界尽头，跟
外界隔离开。除了自己，没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

为了方便治病，他们此前也租过房子，但医院附
近合适的房子不好找，动辄需要租半年以上。小宇爸
爸说，孩子做一场手术就要十几万元。他们更希望将
钱花在“刀刃”上。

找到“爱心小家”后，这个家庭的负担顿时少了很
多。豆豆还帮着小宇一家东奔西跑，跟医生咨询病情。

隔壁房间的孩子，跟小宇有说不完的话。他脸上
的笑容多了起来，小宇父母也开朗了许多。

在这座“孤岛”上，似乎搭起了一座桥。

一种力量
“其实，每个刚拿

到孩子诊断书的家长
都会很崩溃，简直像
天都塌下来了……”
豆豆见过太多泪水和
绝望。在“爱心小家”
里，豆豆他们会尽力
陪伴，“让家长们觉
得，嗯，事情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

豆豆说得没错。病魔是残酷的，但爱能产生无限
的力量。很多孩子在结束治疗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他们还会跟父母回小家看看。家长们会很自然
地帮着做清洁，打扫房间。“有时我们在谈事情，小朋
友们就安静地在一旁玩儿，也不打搅。”豆豆指着沙发
上的一幅画说，这是肿瘤康复后的灵灵画的：夜幕中，
一个小女孩在仰望星空。

灵灵刚来小家时不爱说话，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豆豆给了她纸、笔，她就不停地在病房画画，甚至还举
办了个人画展。

康复后，灵灵也回来过小家好几次，每次都会留
下她的画。

另一种方式
再也回不来的孩子，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豆豆每年都会收到家长发来的短信，每一个字都

让人悲伤：“孩子还是没有扛得过这个冬天，她走的时
候，很依依不舍，特别是放心不下她的小狗狗……”

更多的字句则是充满感谢：“真的很谢谢你们，孩子
患病以来，被不少人排斥，他们只有在爱心小家才获得
了温暖……” （本文涉及的病患家庭均使用化名）

重庆“爱心小家”目前有5套房子，16个房间，每
年平均有200多个家庭入住。

2024年，重医儿童医院礼嘉分院“爱心小家”也
将成立。 据上游新闻

多知道点

窦瑾身后的照片墙，告别“小家”的孩子和家长们
都会把心愿和祝福写下来。

患儿在“小家”里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