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中午，记者来到小河直

街，这里人流量不小。转到小河

支路，往前200米左右，就到了小

河无名面馆。招牌下，下沉式广

场里放着几张桌椅。一间小屋，

下方有黄鱼面、肥肠面等特色面

条的单个立牌。

店二代小丹正前前后后忙碌

着。“我在网上发帖后，就有不少

顾客赶过来吃面，所以今天估计

要忙到下午 2 点半了。”小丹很感

激，没想到“炸”出一堆老粉和新

客。

作为一家30多年的老店，从

去年开始，客流从一天 200 碗缓

慢下降至 150 碗。“今年 3 月份开

始，一天只有去年三分之一的客

流，春季是小河直街的旺季，来面

馆的人流却持续下降。”小丹说，

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生意，父亲

冯延林坐在板凳上，发呆。

今年夏天高温，他们只能闭店

休息大半个月。“这是开店以来，父

亲休息最长的一次。”小丹言语中

不乏心疼，目前店里的状态是刚好

保本，客流再少下去，就要亏本了，

毕竟一年房租也要10万块。

“去年我爸身体不好，找了厨

师来做面。”小丹说，面店的味道

变化，让很多老客都流失了。有

老客留言，吃老店，就为了这一口

味道，吃了两次，味道不对，伤心

了，再也不来吃了。

另外，她已听从大家的建议，

上线了外卖，还在柜台处准备纸

质菜单，让年纪大的客人也能顺

利点餐，而不只有扫码点餐一种

方式。

老粉新客赶来加持，昨天午餐忙到下午2点半

本报讯 连日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

“浙大儿院”）多位医生自发为一位 6 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依依转

发筹款信息。

依依来自新疆阿克苏，患有心脏病，为寻求更好的医疗救治，

家人毅然选择带她搭乘救护车远赴杭州。消息经过潮新闻·钱江

晚报记者报道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人们的心都被这个小小生命

牵动。

6岁女孩心脏衰竭
乘救护车从乌鲁木齐直奔杭州

离浙大儿院滨江院区步行5分钟的一处住宅楼，有一个“邻安

小家”，是浙大儿院联合各界为缓解异地就医家庭看病难问题推出

的一项暖心之举。依依的父母，通过医院申请批准后，暂时免费入

住在此。

在这里，依依的父亲艾尔西木·吾斯曼告诉记者：“女儿一直健

康活泼，喜欢唱歌跳舞。”他掏出手机，翻出了几张女儿的照片，其

中一张咧着嘴大笑的照片，上排门牙还缺了一颗。

依依2017年10月出生，本来该是一名小学生了。6月28日，

她身体不适被父母送进了当地县级医院，之后紧急转到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一个月后，医生建议家长

送孩子到内地做手术，还推荐了杭州的浙大儿院。

这对年过五旬的夫妇，一心只想救女儿，8 月 27 日，他们倾尽

所有拿出家里3万多元的存款，花一万八叫了一辆救护车，从乌鲁

木齐直奔杭州。

“车子开到安徽的时候，小依依突然发烧，紧急送到安徽省儿

童医院短暂治疗，在那里花了9000多元。”

这一路，他们花了 4 天 4 夜，才把小依依送到浙大儿院，口袋

里的钱也所剩无几。

目前仍未脱离危险期
社会各界善意涌动

浙大儿院儿童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副主任医师范佳杰告诉记

者：“孩子是扩张性心肌病，心衰终末期。我们上了 ECMO，就是

心肺支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心脏中心主任舒强

教授亲自主刀，为依依做了人工心植入手术。来自浙江大学的教

师西仁古是新疆人，在依依一家到杭州之后的第二天，她就作为义

务的维语翻译来到了他们身边。

通过一周的积极治疗，“情况已经有了好转，刚刚摘掉了呼吸

机。”不过在范佳杰看来，依依还未脱离危险期，后续治疗还需要很

长的一段时间。

接下来除了需要依依的顽强求生欲外，更为现实的是，还需要

大笔治疗经费的支持。“孩子的家庭比较困难，我们希望社会各界

伸出援手，帮帮这个孩子。”范佳杰说。医院科室医护人员已经自

发为小依依募集善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杭州疗养院党委书记方甲德获悉后，于 9

月 21 日一早，带上食堂精心准备好的地道新疆特色美食——馕、

手抓饭及大盘鸡从富阳赶到医院。“依依父母来杭州十多天了，应

该也非常想念家乡的食物，希望这些吃的，不仅可以温暖他们的

胃，也可以给他们带去力量，继续为照顾小依依保住体力。”同时送

达的，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杭州疗养院募捐的一份善款。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关爱与帮助，依依的父亲艾尔西木·吾斯

曼连声道谢。他说，从未想过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收获如

此多的温暖与帮助。

目前，潮新闻·钱江晚报联合浙大儿院已在浙江省妇女儿童基

金会开通了“帮帮依依”专项募集通道，如果您也想为依依献上一

份爱，可通过以下方式捐赠——

·转账至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官方支付宝账户：zjerjihui@

163.com 备注：帮帮依依

·汇款至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宝

石支行账号：33050161612700002277 备注：帮帮依依

本报记者 蓝震 包一圣 丁一格

从乌鲁木齐到杭州
救护车开了4天4夜

6岁女孩依依
期待更多生命助力

“谁能救救 70 岁爸爸的面馆，30 年的心血

啊。”“小河无名面馆”店二代小丹联系潮新闻·
钱江晚报记者帮，道出了最近的苦恼：作为一

家老牌面店，30多年没做过广告，生意一直不

错，但今年以来，客流急剧减少。“爸爸1992年

就开了面馆，30 多年的心血，我不想看着面馆

倒下去，希望大家来帮我们支支招。”

开了三十多年的无名面馆
是七旬创始人大半辈子的心血

邀您来尝尝
给老店一个机会
本报记者 章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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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直达“记者帮”

冯延林今年 71 岁，1992 年，

他开了面馆，同年，女儿小丹出

生。

“开店很辛苦，夏天衣服全湿

透，冬天手指生冻疮，从早上 4点

忙到晚上 10 点，除了过年，几乎

不休息。”冯延林说，这家店是他

和老婆一点点做起来的，从一开

始每天卖几十碗到卖出几百碗，

全靠没日没夜的坚持。

店名原本是没有的，客人吃

的多了，口口相传，后来索性就挂

上了“无名面馆”的招牌。但常年

站着做面，腰间盘突出、心脏问题

都找上了冯延林。他坦诚地说，

自己一天做50碗面，身体就撑不

牢了，“只能请厨师和我轮流来

做”。也因此，女儿今年全面接管

了面店，她请来新厨师按照父亲

的手法去做，“一些老客吃了，觉

得味道很像父亲的。”

冯延林说，只要还有客人，面

店就会继续开，“我们年轻时坚持

做面，慢慢出成绩，现在坚持着，

总有一天客人会回来的。”他同时

也想给女儿打打气，“我们店厨师

已经换掉了，你们再来吃吃看，给

老店一个机会，也给我女儿一个

机会。”

小丹听到这里，差点落泪：

“我父亲已经为面店奋斗了几十

年，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吧。”

老父亲奋斗多年，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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