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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看守冰柜上线4年
全国各地都有人捐水

史君，是这台爱心冰柜的发起人。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萌发这个想法时，她脱口

而出，“因为我开心啊”。

史君告诉记者，她是临安板桥镇人，父母种过

田，也做过环卫工人，“爸妈自己日子过得节俭，却

看不得别人受苦。”如今的她也算在事业上小有成

就，“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想着能不能为更多的

户外工作者做点事。”

说起来，这台冰柜在临安锦城街道钱王街路

边已经服务了4年。

“冰柜 7 月 1 日上线，会持续服务到 10 月 8

日。”史君告诉记者，这两天天气热，水消耗还挺

快，“主要消耗的还是矿泉水，像昨天就用掉了70

来箱水，我们仓库里搬出去 50 箱，然后外面网友

捐的估计也有十几二十箱。”

说到爱心冰柜的维护，史君觉得，自己“累并

快乐着”，“现在主要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在帮忙，义

务劳动。像去年，我们这里要来很多志愿者，但很

多都被我劝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想做成

一种模式，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不是请

一些志愿者来派发清凉，如果你没有需要，我不会

派发。”

史君很感谢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这两年，全

国各地捐了很多水过来，今年也陆陆续续有人在

捐水。”

捐水的人中有史君的朋友，也有陌生人——

有些路人拿走了一瓶，然后还回来了十瓶；还

有各地网友点外卖给“爱心冰柜”送水，最火的时

候，爱心冰柜前为它补货的小哥排起了队。

装监控是为了补给方便
被误解的她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两年，爱心冰柜火了。

同时，也有一些事情让史君感到困惑——

比如，很多人在后台问她，现在流量这么大，

打算什么时候变现？

“我说，我现在就在变现啊，全国各地的网友

往这寄水，这水不就是‘现’吗？”

还有人会质疑，问她为什么会装监控，说她在

试探人性。

她说，装监控的初衷其实是为了第一时间可

以从后台知道这个冰柜里面还有没有水，“我这个

冰柜是无人看守冰柜，我需要有这么一个途径来

知道什么时候水取完了，然后第一时间去补给。

另外，我也要考虑冰柜放在外面的安全性。”

虽然有时不被理解，但史君始终坚信，时间可

以证明一切。

“公益是一群人的事情，是一个以善意激发善

意、以爱心传递爱心的事情。我希望通过我的努

力，把盆景变成风景。”

史君说，她花了四年时间，也只做到了一部

分。如今杭城夏日爱心摊越来越多，这让她觉得

很有成就感，因为更多人得到了帮助。

夏日炎炎，高“烧”不退。这两

天，浙江各地气温直逼40℃大关。

烈日“炙烤”，仍有一批户外工作

者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在杭州临安街头，每年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台普通的冰柜“火”上热搜。

它无人看守，甚至有些锈迹，却在

40℃的高温天 24 小时免费为周边需

要的人提供帮助。

近日，潮新闻客户端、潮新闻抖

音、钱江晚报视频号等平台上线了“爱

心冰柜”慢直播，不到24小时，已有近

90 万网友在多个平台打卡了它的日

常——

10:48，一快递小哥来到冰柜前，

取了一瓶冰水，抬头一饮而尽。

10:50，外卖小哥、快递员来冰柜

前，取水。

10:52，三位穿着绿马甲的人，搬

来一箱又一箱的矿泉水，整齐地放入

冰柜补货，然后默默离去。

一台普通冰柜火了
一场清凉活动来了
欢迎参加潮新闻·钱江晚报发起的“‘潮’清凉补给站”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陈晓驰 毛玮琦 余倩虹 实习生 余惟一

这个夏天，邀你一起传递爱。

即日起，潮新闻·钱江晚报发起“‘潮’

清凉补给站”公益活动，向全社会征集“爱

心冰柜”和“爱心物资”，邀请大家一起给

辛勤奉献的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我们致敬每一位高温下的劳动者，也

期待着读者、爱心单位的参与。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只要想给“爱

心冰柜”送水补货，或者有闲置冰柜并希

望它们可以发挥余热，都可以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进行爱心传递。

欢迎您来留言，也欢迎添加潮新闻官

方小助手微信（xiaochao853101)联系。

线上“清凉慢直播”同步开启，我们一

起成为“‘潮’清凉补给站”的见证人，一起

线上“云值班”，感受炎炎夏日各地街头的

慢生活。

邀你一起送清凉

新闻+

本报讯 夜跑加上暴汗服，昨天凌晨 1

点，一名少年因为这个组合，被救护车送进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总部一期急诊

创伤中心抢救室，根据患者的生命体征，医生

当场判定为热射病。

送少年来医院的朋友说，他是重庆人，暑

假特地来杭州学厨。看到周围人都比自己

瘦，少年决定夜跑减肥。为了迅速起效，12

日晚上，他特地穿上网红暴汗服，去户外跑

步，半小时后出现乏力、气促，然后就昏了过

去，120救护车到达前，已昏迷1个多小时。

送到医院后，经医生气管插管，深度镇静

镇痛，冰毯冰袋降温，快速补液等，少年的体

温一小时下降了 2℃，但他直到昨天上午仍

处于昏迷状态。

“体温 41℃，脉搏 170 次/分，送来时患

者已经大小便失禁。”当晚负责抢救的急诊创

伤中心医生何志阳说，这个病例很典型。

典型在哪儿？

很多人说起中暑，通常觉得是在大太阳

下暴晒，或是长时间待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很

少联想到夜跑也有中暑风险。

其实，中暑是不分早晚的。当外界气温

过高，湿度过大，人体散热不通畅，致使核心

温度升高，就会造成中暑。

这次病人送来时，急诊专家一眼就发现

了少年身上的暴汗服，“汗闷在里面，体温散

不掉。”暴汗服，也叫桑拿服、发汗服，通常选

用一些不透气且防水的材料。

早几年就有专业人士提醒，长时间穿暴

汗服，易引起体温上升，严重的还会中暑。

7 月以来，医院里的中暑患者明显增

多，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

本报记者 朱平 通讯员 王蕊 江晨

为减肥穿暴汗服夜跑
少年跑出热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