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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两个月，带着孩子在杭求医的 90

后单女士，生活“两点一线”：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陪

护，饭点便去距离医院仅 5 分钟脚程的“小家”做

饭，再带回医院吃。

她是江苏宿迁人。去年，上幼儿园大班的儿

子查出患有恶性肿瘤，目前正在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小家”是位于滨江区长

河街道钱潮建业社区的护佑童馨·邻安小家。

这是在浙江省和杭州市民政部门的支持下，

浙大儿院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心圆慈善

基金会及长河街道和建业社区共同发起的，针对

异地就医困难家庭推出的爱心公益项目——患儿

家属向医院提交申请获批后，可免费使用“小家”

厨房或入住小区 7 到 14 天。目前，小区内共有两

套住宅，可同时为7个家庭提供临时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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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中秋节，9岁哥哥、6岁弟弟跟着父亲李保良送快递送到深夜11点。他

们说，这也是团圆。

那一夜，本报记者和李保良父子共度了一个送快递的别样团圆夜，记录下父子三

人在杭州努力生活的模样，以及杭州这座城给予这家人的温暖和感动。

今年中秋节前一天，台风影响下的杭州，记者又在下沙某小区遇见了父子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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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春晖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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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温州苍南的廖先生一家三口是为数不多

在这里度过中秋的。

今年 4 月，4 岁的儿子被确诊神经母细胞瘤。

这是好发于儿童的一种颅外实体肿瘤，由于恶性

程度高、疾病进展迅猛、治疗难度大，常被称为“儿

童肿瘤之王”。经历了几次化疗和手术，孩子刚刚

在节前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后续移植手术做

准备。这几天，他们正在等候下一步化疗的床位。

每次化疗结束出院到下一次化疗，二十多天

的间隔成了“尴尬期”。“时间太短，租房子不方便，

住宾馆开销又太大。”后来经医生介绍，廖先生才

申请在“小家”临时歇脚。

“我在老家做服装行业，老婆是家庭主妇，一

家只能靠我每月几千块的收入维持。”廖先生说，

为了给小儿子治病，前后已花去二十多万元，后续

的化疗及移植手术预计还要几十万元。

“总能想到办法的。”廖先生说。

来自安徽芜湖的 63 岁陈大伯陪着孙子小豪

四处看病一年多了。

节前，小豪在浙大儿院刚完成第7次化疗后，

这个中秋，爷孙俩都在等待医院化验结果中度过，

结果将影响到小豪后续的化疗方案。令陈大伯稍

感安慰的是，这几天老伴带着小孙子来了杭州，为

“小家”添了些温馨气息。

小豪即将年满 14 周岁，去年 6 月确诊了生殖

细胞瘤。如今身体虚弱，大部分食物都没法吃，但

只要他想，陈大伯都尽量满足他。住在“小家”，楼

下食堂买饭还能打8折，挺实惠的。

“我常常开导孩子，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就像

打仗一样，等身体治好了，就能回家了。”

本报记者 黄慧仙 通讯员 陈锐 叶佳敏 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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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假期快递比较多。”傍晚 4 点

多，李保良和两个孩子穿着雨衣，在小区

里奔走。

电三轮停下，李保良从快递车上取

出快递，对照着地址，把小盒子和文件袋

分别递给两个儿子，自己则抱起大箱子，

挨家挨户送快递。

“这个小区我们送了好几年，都熟

的。”小儿子李玉航颇为自信。

“有他们两个帮手，送件的效率高很

多。”李保良笑了。台风天，李保良本不

打算带着两个儿子出门送快递，但孩子

们坚持要来。大儿子李玉龙说：“爸爸送

快递很辛苦，我们想替他分担一些。”穿

着雨衣送快递的兄弟俩，很快乐，遇见路

面的小水坑，会兴奋地跳着踩着。父子

三人一直忙碌到晚上 9 点，才在附近的

小餐馆吃上了晚饭。

连续三年中秋团圆夜，父子三人都

是在送快递中度过。虽然在孩子心中，

这也是团圆，但李保良答应孩子们，明年

一定好好陪他们过中秋。

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有时也会跟

他吵上几句。这让李保良越来越意识到

陪伴的重要，正因如此，他每周无论如何

都要抽出一天时间陪伴孩子。

李保良相信，只要一家人一起面对，

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风雨中父子三人送快递

过了中秋节，不少人开始惦记李保

良老家的那口酸甜了。

这是父子三人跟这座城的一个“约

定”——李保良的老家在陕西眉县，那里

最出名的是猕猴桃。每年老家的猕猴桃

成熟后，他便把猕猴桃搬来杭州卖。本

报记者曾帮他发起过猕猴桃的助卖行

动，不仅拉起团购群，当起临时团长，还

联系了一些社区帮忙购买。

“那一年记者帮我吆喝卖猕猴桃，一

晚上就卖出了 200 斤，后来很多人加了

我的微信，一位广场舞阿姨承包了 100

箱⋯⋯”每一个细节李保良都记得，“这

些年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每一次，李保良都挑最大个、最优质

的猕猴桃来杭州卖，他还把猕猴桃免费

送给老人、快递小哥。

父子三人的努力，大家也都看在眼

里。住杭州钱塘区下沙街道元成社区的

一位居民常常看见李保良和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很懂事，不仅会照顾自己，还

会帮爸爸分担。”他说，别的忙帮不上，猕

猴桃开卖时，一定要多买点支持下。

最近已经有不少老客来问猕猴桃

了。李保良说：“今年我们老家的猕猴桃

要9月底才能大量上市，到时候开卖了，

我一定通知大家。”

他们与杭城有个“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