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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共享廚
房」被病友們口口相
傳，來這裏燒菜做飯的人
也越來越多，有時候早上五點
多四個灶台就滿了，這也讓沈香㜭
不得不考慮了「限流」的問題。為了幫
助更多重症患者，沈香㜭在廚房的門口放置了
一本登記簿，使用者需要填寫病人所在的病區。
「廚房優先提供給血液病和惡性腫瘤患者家屬使用，因為
這些病治療時間長、開銷也大，能省幾塊錢都是好的。」
沈香㜭回憶道：「我還記得，『共享廚房』的第一位患者家
屬姓葉，他的老婆在單位體檢時發現問題，醫生建議趁還沒惡
化前先把骨髓抽出來存着，化療把癌細胞都殺滅後再進行自體
移植。幸好，最後她的手術很成功。出院那天，小葉特地來和
我告別，說這五個月至少幫他省下了兩萬塊錢。」
像小葉這樣的患者家屬是「幸運」的，更多的人「燒着燒

着，就不再來了」。最令沈香㜭印象深刻的是一對母子，兒子
每天用輪椅推着滿頭白髮的媽媽過來。小孩子從沒下過廚，炒
個青菜也能燒糊了。於是，那位母親就坐在輪椅上，很耐心地
一點點教：湯熬到什麼程度就可以、炒過菜的油留着燒青菜很
香……「我說，阿姨你這樣每天過來很累，讓兒子來就可以。
她說，想趁着自己還能坐輪椅，教會兒子做菜，將來坐不動時
能吃到兒子做的飯，即使有一天離開了也能安心。但是她兒子
剛剛把簡單的煮和炒學得差不多，就沒有再見到他們來。後來
問起才知道，這位母親的病情惡化得很快，趁還有一點氣息的
時候，家裏把她帶回遂昌了，到家第二天就走了。」

每月開銷都要幾千元
自從辦起了「共享廚房」，原本就很節儉的沈香㜭對自己更
摳了，身上的棉衣穿起毛了也沒捨得換，卻一箱箱地往廚房裏
運油鹽醬醋，每個月的開銷都要幾千元。「我不辛苦，患者和
家屬才辛苦。」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稱讚，沈香㜭由衷地
說：「有時候我去醫院裏給患者送個湯，經常看到病床下面堆
着好幾十斤的土豆、番薯、南瓜，問了才知道這就是家屬們每
天的食物。」
提及這一年來為「共享廚房」墊付的費用，沈香㜭擺擺手表
示，自己力量有限，能做的很少。「現在每天用十幾斤油，一
個月要換幾十個煤氣罐，但還是不能滿足有困難的家屬的需
求。人實在太多的時候，只能排名單，分時分段燒。」在沈香
㜭看來，生死面前，其他都是小事。「只要我的生活還能維
持，至少十年內這個廚房會繼續做下去，並且一直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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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歲的沈香㜭出身農村，從小家境貧寒，如今經營着一家來料加工小作
坊，每個月能賺上四五千元（人民幣，下
同）。自去年2月開辦「共享廚房」以來，
這些錢全被她投入到廚房的日常運營裏。為
了補貼開支，她還把原本已經退休的老公
「趕出門」打零工，賺來的錢連同單位過年
發的米和麵，都被搬到了廚房供人們使用。
就連參加工作的女兒每個月也會主動「上繳
五百元」，助力母親的愛心事業。
1994年，沈香㜭帶五歲的女兒出門，遇到了

流動獻血車，寫着「獻血者可以獲得一瓶牛奶
的獎勵」。「那時候女兒從來沒喝過牛奶，我
為了獎勵，第一次去獻了血。」獻血的過程
中，沈香㜭才知道，原來她抽的血，是可以用
來救人的，漸漸地她開始定期去獻血。

食材需自帶其他用品一律免費
在多年的獻血過程中，沈香㜭認識了不少來

醫院看病的患者。異地求醫，從來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對於外地患者來說，想自己做飯更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意味着需要在醫院附近租
一間可以開火的房子。據麗水市人民醫院附近
的房屋中介掛出的價格顯示，該區域房屋租金
多在1,000元以上，對因疾病開支驟增、需要
精打細算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如果在外地住過院，就知道是多麼想念

家的味道。」2021年2月，在向當地消防、
安監等部門報備過後，沈香㜭騰出了自家位
於一樓的儲藏間，連同小區的過道，隔出一
間小小的廚房，又花了兩萬多元購買設備和
調料。「共享廚房」搭建起來以後，沈香㜭
把手繪的地圖和指引交給護士長，讓她轉告

有需要的患者和家屬：「我這裏可以給你們
燒菜，食材自帶，其餘用品一律免費！」

患者家屬：幫我家解決了大困難
一大早，葉永英拎着一隻鴿子來到了「共

享廚房」，為她丈夫準備當天的午飯。去年
她得癌症來麗水化療，丈夫每天騎車來回幾
十公里去朋友家借廚房煮飯。雖然醫院附近
也有小餐館，但一葷兩素就要十五六元，對
於耗盡家財治病的兩夫妻來講有些奢侈。經
過四十多天的化療，葉永英的病情得到控
制。沒想到出院沒多久，丈夫突然開始便
血，一查竟然是胃癌。癌症病人的腸道功能
很弱，對飲食衞生與營養的要求都很高，醫
生建議三餐最好能自己做。「沈姐的『共享
廚房』連油鹽醬醋都備得很齊全，我買點菜
就能燒，解決了我們家的大困難了。」
「多的時候每天有幾十戶家庭來這裏燒

飯，灶頭不夠用，大家就排着隊等。」雖然
看起來與外面餐館裏熱火朝天的廚房沒什麼
兩樣，但仔細去聽人們的講話內容，總是離
不開家人的病情。「我們外縣來的，跟病人
吃住都在一起，來多了就認識了，有時還能
搭把手，相互鼓鼓勁。」
葉永英帶香港文匯報記者走到照片牆邊，

上面貼的是部分家屬與這個廚房的共同回
憶。「左手邊的兩位，他們的家屬不久前都
去世了；上面的那位老人治不好轉了院，後
面也沒了聯繫；這位最幸運，她的女兒現在
康復得很好，已經出院了……」葉永英自嘲
已是「老病號」，對病友們的情況如數家
珍。「不管他們如今身在何處，我們都曾經
一起為戰勝病魔努力過，彼此安慰過。」

簡易雨棚下，四個灶台靠牆一字排開，廚房裏飄着飯菜的香味……在浙江麗水市中心醫

院旁，有一間小小的「共享廚房」，裏面的人們面露愁容，難掩疲倦的神色。「她們中有

不少人的家屬身患重疾，在隔壁住院治療，需要補充營養卻沒錢租房

做飯。」目睹了病患的困苦，沈香㜭將自家的儲藏間改造成「共享廚

房」，免費為患者及家屬提供油鹽醬醋、鍋灶燃氣。一年多來，「共享廚

房」服務了上萬戶家庭，也耗去了她的半生積蓄。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浙江麗水報道

在媒體與網友的接力
下，沈香㜭與她的「共享廚

房」被越來越多人所熟知，許多
熱心人士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得知

記者供職於香港文匯報，沈香㜭高興地
展示了她的「善行本」，上面記滿了善心人

寄來或送來的食品與衣物。「這是一位剛剛當上母
親的港人，她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故事後，輾轉加了我

的微信，為『共享廚房』送了好幾箱食用油。她第一次轉賬
我沒收，第二次又沒收，第三次就直接打來了電話，一定要
表達自己的心意。」
後來，在沈香㜭的堅持下，這位香港母親不再直接轉賬匯

款，而是以260元每箱的價格購買了一批食用油。「她還經
常給我發微信，說如果『共享廚房』還需要添置什麼器皿，
她都願意買了寄過來。」

志願服務隊每天排班幫忙
2021年12月23日，在麗水人民醫院旁，「共享廚房」

開出了第二間「分店」。「這次全靠政府支持。」沈香㜭
表示，這兩間臨街店面是麗水市衞健委找的，免了租金，
裝修則由麗水市紅十字會承擔。由於新廚房面積更大了，
能接待的患者及家屬也就更多了。「我一個人忙不過來，
蓮都區小荷志願服務隊專門派出一支隊伍，每天排班來這
裏幫忙。」
與之前四面透風的「過道廚房」相比，新的「愛心廚房」條
件顯然好多了：鋥亮的不銹鋼廚桌和水槽、全新的電磁爐和高
壓鍋一字排開，井然有序。「這小半年來，廚房用的米、麵、
油幾乎都是捐贈物資。」小到一瓶醬油、一包鹽，沈香㜭都會
仔細登記，確保它們用在廚房，能給病人提供幫助。快遞上有
寄件人信息的，她一定會打電話過去說聲謝謝。
網友「月之影」每月都會寄來米和油，她說自己照顧過得
肺癌的外婆，知道找地方給病人做點可口的飯菜有多難；做
來料加工時認識的服裝廠老闆送來幾百件冬天的棉衣，雖然
款式不怎麼新潮，但真材實料，穿起來特別暖和；常年進貨
的油鹽醬醋批發商，不僅以成本價賣給沈香㜭，還經常「搭
上」幾件贈品……
沈香㜭表示，最早想辦「共享廚房」的時候，丈夫曾問過
她，如果以後維持廚房的開支超過了收入怎麼辦？「我當時
嘴硬，說肯定會控制好的，但隨着人越來越多，心裏真有點
兒沒底。」如今，四面八方湧來的善意就像不熄的爐火，讓
沈香㜭有了更多的信心。「眾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支持
下，『共享廚房』一定會越辦越好。」

患者家屬報名做義工：
「也想給別人撐把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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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人間煙火
守護生命之光

充滿煙火氣的沈姐「共享廚房」、年逾八旬堅持
還債的「誠信奶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蓮都區小荷志願者。從最初的一支隊伍 16 人，發
展到現在145支分隊23,000人，這個創立於2015年
的志願服務隊成就了一座城的愛心接力。「好的社
會制度，不是扶持一些人做很多好事，而是扶持很
多人做一些好事。」被稱為「小荷媽媽」的服務隊
創辦者湯偉紅這樣認為。

「在『共享廚房』裏，我遇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患
者及家屬，他們對這座城市用得最多的形容詞，就是
『溫暖』。」在湯偉紅看來，面對正遭受着不幸的人
們，來自陌生人的善意顯得尤為珍貴。「有的家屬在
親人離世後決定扎根在麗水，還報名了我們的志願服
務隊，要求去『共享廚房』值班，把自己的故事分享
給更多的患者及家屬，提供治療上的建議和護理上的
經驗。」

「因為淋過雨，所以想給別人撐把傘。」正在幫一
位患者家屬煲湯的志願者小陳表示，雖然他的父親離
開了，但臨終前的最後一段時間裏，受益於「共享廚
房」的存在，每天都能吃到母親做的家常菜，沒有異
地治病的無助與害怕。「如今我留在了這座城市裏，
希望能奉獻自己的小小力量，將愛心傳遞下去，幫助
更多的人。」

◆沈香㜭常常幫
患者家屬炒菜做
飯。 受訪者供圖

◆在政府的支持下，沈香㜭的「共享廚房」有了第二
間「分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

◆◆沈香㜭靠做來料加工賺錢補貼沈香㜭靠做來料加工賺錢補貼「「共享廚共享廚
房房」」的開支的開支。。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攝

◆◆患者家屬在患者家屬在「「共享廚房共享廚房」」做飯做飯。。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攝

▲沈香㜭在廚房的照片牆前回憶患者家
屬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沈香㜭耗光積蓄辦「共享廚房」善舉惠及上萬戶病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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