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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吃不完的食物进了垃圾桶，

却送不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中。

不过宁波街头的一台“分享冰箱”，却解决了这个问题，给

人融融暖意。

宁波一饭店老板做了件充满善意的新鲜事

把多余食材放进“分享冰箱”
如有需要，请君自取

宁波一饭店老板做了件充满善意的新鲜事

把多余食材放进“分享冰箱”
如有需要，请君自取

“分享冰箱”也叫“爱心冰箱”，就是把自

家那些一时吃不完的食品分享到一个公共的

冰箱内，以供那些需要人士自取。

世界上第一台“爱心冰箱”2015 年 4 月

诞生在西班牙，目的很简单：号召大家不要

浪费任何食物。之后在世界各地流行。

去年 9 月底，上海出现了国内第一台“爱

心冰箱”，随后全国各地都有出现。

“分享冰箱”，爱的蔓延

本报记者 王波 王益敏 文/摄

中国“微笑行动”发起人韩凯最近登上了

“中国好人榜”。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凯去美国弗吉尼亚

医学院访学。在那认识了美国“微笑行动”发

起人威廉夫妇，并接触到了国际微笑行动组

织。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还不够发达，每年

都有数十万贫困唇腭裂患儿等待治疗和救

助，韩凯决定把“微笑行动”带回中国。

1991 年 5 月，在韩凯的牵线下，由美国

专家主刀的“微笑行动”第一次在杭州整形医

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活动。首批报名的患者

有300多位，但因为条件有限，手术只进行了

160例。当时有一对老夫妇，带着孙儿过来，

当他们知道做不了手术后，颤颤巍巍地央求：

“明年你们还能不能来？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们！”韩凯瞬间酸楚了，他意识到仅把美国的

“微笑行动”引入国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微笑行动”。

经韩凯多年努力，2007 年，中国第一家

“微笑行动”慈善医院在杭州成立，这是一家

专门为唇腭裂患儿进行矫正手术和治疗的专

业医院。

幸运的是，“微笑行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

支持。“微笑行动”团队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成立了“母亲微笑行动专项基

金”，为唇腭裂患儿们的救助治疗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韩凯却说：“这些孩子不是煞星，而是被上

天吻过的‘天使’。”韩凯清晰地记得，一位六岁

的患儿听说要做手术了，对着镜子呵呵傻笑。

韩凯问他在干什么，患儿说：“我迫不及待想看

看自己手术之后是什么样子。”正是这些经历

让韩凯明白，自己的每一台手术，真的可以改

变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26 年来，“微笑行动”为 3 万余名贫困唇

腭裂患儿提供免费手术和相关治疗，给无数

个孩子带去了微笑、尊严和梦想。

本报记者 陈伟利

他在中国发起“微笑行动”，26年给贫困唇腭裂患儿提供免费治疗

“微笑魔术师”韩凯，让3万余孩子绽放自信笑容

不浪费还能帮助人
“分享冰箱”一举两得

2 月 21 日中午，宁波联盛广场保洁员卞

秀珍从“分享冰箱”里拿了一包豆腐，冰箱里

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58 岁的卞秀珍是安徽人，干保洁 9 年

了。一个多月前，她第一次看到这台“分享冰

箱”时不敢拿，观察了两三天。“我还是去问了

老板，说真的免费，才敢拿。”

卞秀珍一家老小 9 口人都在宁波，每天

伙食开支都精打细算，从“分享冰箱”里取菜

后，不仅能省一点，还可以尝尝不一样的菜。

拿了菜的卞秀珍来说：“咱也不能只享受

人家的好处，别的事我帮不上忙，走到他店门

口，看到哪里脏了给扫一下，也算是回报了。”

这台“分享冰箱”的摆放者是联盛广场一

家饭店的老板汪俊杰，28 岁，衢州人，来宁波

读书、工作快十个年头了。

汪俊杰说，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店里的

菜每天都是大巴车从衢州运到宁波，会多备

些。可这样一来，就会有剩余的菜，有些菜蔫

了品相不好就不能上桌。“店里只有十来个

人，还是吃不完，多的就只能扔垃圾桶了。”

无意中，他看到国外的“分享冰箱”，觉得

蛮好的。“丢掉的菜并不是不能吃，只是品相

不好，何不送给有需要的人？”

食材有无多寡
根据店里的剩菜情况而定

1 月 18 日，“分享冰箱”正式出街。汪俊

杰写了两个大大的免费字样，贴在冰箱上，旁

边还注明“免费按需领取，保质期内食用，请

勿随意浪费”。

每天上午开门时，他会将菜放入“分享冰

箱”，会贴上标签，写上菜品和食用时间（一般

保质期为两天，过期无人领取便丢弃）。

摆出的菜品根据店里剩菜来定，平均每

天摆出 10 份左右，有红菜心、香椿、豆腐、小

番茄等。

起初，有人看到以为是开玩笑，不敢拿。

短短一个月后，“分享冰箱”开始被周围人熟

悉。原先只有广场的保洁员来取食材，如今，

人越来越多，有时也会被拿空。

“分享冰箱”放在自家店门口，会不会被

认为是利用“爱心”招揽生意？每天都要在冰

箱里放菜，到底能坚持多久？

汪俊杰说，自己没想那么多，“我没有去

吆喝推广，只是把菜给想要的人。”

“我还是个生意人，不会为了‘分享冰箱’

特意放菜，还是根据店里的剩菜情况而定，有

就放，没有就不放。以后会根据时节以及菜

品保存时间，有可能也会放入肉类等。”

在温州市区，“90 后”面包店主邹曼宁每

天将卖不完的面包放在冰箱里，路人可以“适

量取用，每人限量 2 个”。（本报去年 11 月 28

日A6版曾作报道）

昨天，记者再次联系上了邹曼宁，她说

“爱心冰箱”设立了3个多月，如今还在持续。

“你们报道以后，有段时间，来拿面包的

一下子多了起来，有些看起来穿着挺好的，我

想应该是附近的居民。”邹曼宁说，这不是她

设立“爱心冰箱”的本意，“但他们来拿，我也

不阻止。”

一个多月前，邹曼宁发现之前的现象逐

渐变了。“来拿面包的，基本都是真正有需要

的人，比如环卫工人、流浪汉。”邹曼宁说，现

在她每天定时在“爱心冰箱”里放面包，分别

是中午 11 点和晚上 7 点，“很多有需要的人，

都会提早几分钟在店门口排队，面包还没放

进冰箱，就被他们分走了。”

如今，邹曼宁面包店所在的步行街，“爱

心冰箱”也成了一道特有的风景线，附近的几

个店主还特意跑来“取经”。他们说，等条件

成熟时也想跟着这么做。

温州“爱心冰箱”
现在来取面包的
基本是真正需要的人

回访
有 需 要 的 人

可 以 免 费 拿

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