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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陪護政策收緊，讓住院的孩子們
「吃一頓家常飯」甚至成為一種奢侈。志願者李
曉蓉主動提出，為孩子們做愛心餐，起初豆豆是
有擔心的，因為患兒身體不好，飯菜入口畢竟有
風險，不過當她們將第一份愛心水餃送到患者家
屬手裏，豆豆看見孩子的奶奶佝僂着背走出來，
雙手接過餃子，低頭道謝的瞬間眼淚滴在餐盒
上。從那一刻，豆豆做了一個決定，給更多有需
要的孩子們做飯，讓孩子們享受「愛心餐」。
「奇恩小家」的「愛心餐」已經營業超過
兩年，由退休的志願者李曉蓉親手掌勺，
她自稱選材、烹飪的精細程度超過幼兒
園——蒸米飯前，她會保證淘洗5次，
並清理電飯煲內膽；剝玉米時，她會
先用剪刀把玉米分斷劈開，再一顆

顆地把玉米粒剝下來，防止玉米鬚落入到碗
中；所需要的肉菜蛋奶必須在大超市購買，保
證食品綠色安全；就連最簡單的蒸雞蛋，她也
會先洗一遍雞蛋，用鹽水泡20分鐘殺菌，再清
洗一遍，最後才上鍋蒸。愛心餐的品種也越來
越豐富，既有炒菜、麵點，也偶爾有「愛心披
薩」、「愛心烤肉」等。
「這是一份讓愛流動的工作，愛心餐已經是
我們每周的固定活動，由志願者將打包好的午
餐送到腫瘤病房裏。」除了愛心餐以外，「奇
恩小家」還定期舉辦院內外主題活動、科普支
持、兒童入院理髮等。豆豆說：「『奇恩』的
員工和志願者有對重症家庭完全的愛和憐憫的
心。我們彼此猶如身體的肢體一般，互相支持
陪伴，成為愛的見證。」

與豆豆約定在這天上午十點見面，她一手拿着路邊買

的卷餅做早餐，一手不停地接打着電話，天微微雨，她

沒有撐傘。帶香港文匯報記者上樓後，她先是打開電腦

處理了一會工作，才坐下緩緩地聊起天來。「我們工作

人員一共只有四名，現在有一個妹妹請產假，就更忙

了。」豆豆認為，雖然現在「奇恩小家」已經可以正常

的運轉，組織的各種志願者活動也得心應手，但她始終

對「小家」的未來有着隱隱擔憂。

2017年剛剛創辦「奇恩小家」時，在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已經有很多類似的機構，但重慶還是一片公益荒

漠。豆豆說自己很感謝重慶市渝中區民政部門，在公益機

構的備案、評級上一路綠燈；社會也有不少基金會和愛心

企業、人士捐款，去年麻六記為「奇恩小家」捐款了20萬

元人民幣，還定期寄來火腿、粉絲等許多方便食品。

因信任與愛而堅持
「不過經費始終是懸在空中的一個隱憂，」豆豆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粗略估算，一年運營的費用大約在60

萬至70萬元人民幣，這對一個成熟的公益機構來說雖不

算多，但是在募集經費的過程中遭遇了不少困難。「社

會的愛心企業很多，但是他們捐助一個機構是希望得到

正向反饋，比如小朋友們是不是可以一起拉個橫幅、一

起出遊拍張照片等等，我們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你也看

到了，我們的小朋友和家長都不願意出鏡，早些年我們

自己也不願意接受採訪，因為這些孩子如果以後生病去

世了，公開的影像紀錄會讓家屬難以面對。」豆豆說，

曾經有一個愛心企業聯絡為小家捐款，並稱需要做一些

宣傳，「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在他們的支持下，『小

家』住進來多少患者？治癒了多少？更不能說多少孩子

治療後不幸去世了。經費大部分用於房租、水電等日

常開支，我們只能每年做一些記錄手冊寄給他

們，希望他們理解。」

因為「奇恩小家」的住戶主要來自外省市，

也遭遇在本地基金會的籌款困難。「重慶本

地的基金會希望我們的住戶都是來自重慶，

但這是不可以的，重慶本地人大多數都有住

房，我們做公益的初衷，是讓有需要的人

得到庇護。」

雖然服務癌病家庭這條路難走，可是總

有人要做這件事，總要有人因為使命感而

堅持。豆豆的朋友圈裏轉發了一段來自

「奇恩」長期志願者的話：「有人問我，這

麼多年，看到了這麼多孩子會變得麻木嗎？

沒有。我們還在不斷地反思怎麼才能滿足家

長和孩子迫切的所需。

不止是「奇恩」在堅持在努力，「奇恩」身

後還有一群素未謀面的家人們，不斷地輸送信任

與愛給我們，讓我們能在一線穩穩地堅持下來。我

們也將接受到的每筆物資都用到實處，希望不辜負

大家的期望。」

在重慶醫科大學讀本科時，田恬成為了「奇
恩兒童之家」的一名志願者。「那時候豆豆姐
來我們學校組織一個宣講會招募志願者，我才
讀大一，對兒童腫瘤疾病高發一無所知。只是
聽到要去醫院陪孩子們做小遊戲，就參加了志
願者活動。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個5歲的妹妹叫
涵涵，她問我，為什麼治療那麼久？我想了想
回答她，因為勇敢的你正在打大怪獸，打完就
可 以 回 家了。癌症治療對普通的成年人都

非常痛苦，何況是
孩子們。這段
志願者經

歷讓我堅定了選擇在兒科腫瘤方向的研究學
習，現在我就讀碩士，以後應該還會考這個方
向的博士。」
去年12月底，田恬激動地發朋友圈「奇恩和
我們神經外科夢幻聯動了！」她剛剛得知自己從
事神經外科醫生的導師與「奇恩小家」的豆豆聯
絡，希望能給腦腫瘤患兒更多的公益關懷。那天
晚上，田恬一直忙到凌晨，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我們學醫學的初衷是有一片赤誠之心，在
學有餘力的前提下，我們希望能為孩子們做更多
的事情，比如給兇險的dmg腫瘤患兒尋求紓緩治
療，這都是我們在和奇恩討論的議題。」

難有正向反饋
本地籌款不易特稿

「在奇恩的志願經歷
讓我堅定了專業選擇」

◆豆豆（左）和「奇恩」工作人員敏敏在線上直播，為患兒家長進
行治療營養科普。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在重慶兒童醫院旁的家屬區，臨街的一棟電梯樓
裏，12樓和13樓都是「奇恩小家」，每套房皆

為三室一廳，廚衞設備一應俱全，浴室廚具等可以免
費使用。客廳的房間裏有玩具櫃、圖書角、沙發、餐
桌，粗略看上去和一個普通的家沒有區別。

20元每日 減輕租房負擔
「奇恩」創始人竇瑾是一位個子不高、中等身材的
重慶女孩，大家親切稱呼她為「豆豆」。「我從一名
公益志願者到創辦「奇恩」，與腫瘤孩子們在一起
12年了，「奇恩兒童之家」從1間客房發展到17間
客房，已經基本能流動滿足前來就醫的患者需求。」

精心選址 方便患兒就醫
一套房子的月租3,000元（人民幣，下同），加上

水電氣和物業費每月支出大約4,000元左右，起初入
住的家庭只收取10元/日，隨着物價上漲，豆豆將價
格調整到20元/日，特別貧困的家庭可以免費入住。
「重慶兒童醫院在西南地區的兒科是排名第一的醫
院，因此前來就醫的家庭不少來自雲、貴、川地區。

腫瘤治療的費用已經非常高昂，動輒每月
幾千元的房租對他們來說是雪上加
霜，我親眼見到一位患兒和她的母
親因為住不起賓館，晚上睡在醫
院的過道上，我做『小家』的初

衷就是不想再看到這樣的現象。」
不過尋找合適的房子做「奇恩小家」，可謂困難重
重。首先必須是電梯房，方便患者輪椅上下樓，這一
條就將周圍不少價格便宜的老舊居民樓排除在外；其
次樓層不能太低，要保證不潮濕、有陽光，這樣有利
於孩子們康復……在尋找到合適的房子後，還要做房
東的思想工作。「許多房東比較忌諱有重病的孩子住
在自己房裏，我就反覆和他們講述這個群體的難處，
希望得到理解，租一套房子前後要跑一個月的時
間。」
從「奇恩小家」步行到兒童醫院不足5分鐘路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剛好是周一上午，「小家」
的患兒們大部分都去兒童醫院門診，如果做了檢查需
要等待結果覆診，就中午回「家」簡單煮個午飯，等
下午結果出來後再去醫院。中午十一點，一位四川的
母親回到「小家」，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以為是前
來諮詢的病友，熱心地說：「在醫院附近煮飯都是
30元一次了，你要是有需要就住在這裏，不知現在
還有沒有房？趕緊去和豆豆預約。」

同病相憐 互相陪伴鼓勵
9歲的重慶萬州區骨肉瘤患兒小宇一家，已在「小

家」住了近8個月。因為生病，小宇的一條腿無法正
常走路。父母帶着他包車奔波於萬州老家和重慶兒童
醫院之間，對全家人來說，日常生活從聚會、旅行、
逛街變成了吃藥、化療、檢查。小宇媽媽這樣比喻：
孩子患病以後，家庭就好像是一座孤島，跟外界隔離
開。除了自己，沒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來這裏的
每個家庭，大家都懂得彼此各有各的難處，每個人都
不用強顏歡笑。同病相憐的家庭們互相取暖，互相鼓
勵。」
「醫院附近合適的房子不好找，動輒需要租半年以

上。」小宇爸爸說，「孩子做一場手術就要十幾萬
元。我們更希望將錢花在刀刃上。來到「奇恩小家」
後，不僅經濟負擔減少了許多，小宇和隔壁房間的孩
子，也有說不完的話。」
「奇恩小家」在這座「孤島」上，搭起了一座

橋——患兒家庭來到「小家」後，豆豆和志願者們會
先送上一個「探訪包」，裏面有就醫指南和營養食
譜，「愛心小家」有十多個「互助群」，抗癌信息都
會發布在裏面。志願者們為孩子們親手做漂亮的帽
子，購置假髮，即使在化療後頭髮掉光也能漂漂亮亮
的。遇到孩子過生日，會舉辦簡單的生日會，蛋糕、
蠟燭、生日歌、一樣都不少。
「今年除夕，不能回家的人們會聚在一起做頓年夜
飯，包上一盤盤餃子，一起看春晚。」豆豆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愛心小家」裏，豆豆和志願者們會
盡力陪伴，「讓家長們覺得，事情其實也沒有想像中
那麼糟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我們老家太冷了，『小家』住得又好又

舒服，就不回去了。年後在重慶兒童醫院覆查了再回貴州。」小卓的母親口中提的「小

家」，是位於重慶市渝中區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旁的「奇恩兒童之家」。今年10歲

的小卓身患神經母細胞瘤，母親帶着他從貴州來到重慶求醫，農曆新年前剛剛結束化療。

在這個「小家」，小卓和媽媽與其他重症患兒家庭，感受到了暖意。

2017年成立以來，這裏已經接納了2,000餘個遠道而來求醫的重症患兒家庭。「來這裏

的每個家庭，大家都懂得彼此各有各的難處，每個人都不用強顏歡

笑。同病相憐的家庭們互相取暖，互相鼓勵。」患兒小宇的母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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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流動 讓孩子吃上「家常飯」

▲愛心餐由志願者曉蓉（左一）
掌勺，已經經營兩年多的時
間。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在「奇恩小家」入住的患兒家
庭結療後合影。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中午，在兒童醫院旁邊的「奇恩小
家」，患兒家長正在為孩子準備午
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奇恩兒童之家」一角。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奇恩兒童之家」的床上用品都由「奇恩小家」提
供，患者家庭每日支付20元即可「拎包入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