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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爱心厨房”守护生命之光

策 划：本报记者 杨 莹

主持人：邹俊其

一间小厨房 组成大家庭
（画面）“岳父去年查出淋巴癌，

住院半个多月了，今天炒个土豆和
豆角给他吃。”“我丈夫身体不好，孩
子年纪又小，每次做完化疗我只能
自己过来炒菜吃。”1月14日上午，南
昌市青山湖区学院路的小巷子里，
王亮和陈菊英边炒菜边聊着家常。
这间宽 2 米、长 10 余米的“爱心厨
房”，不仅是病人和家属们做饭的地
方，更是他们交流病情、相互慰藉的
第二个家。

王亮（省肿瘤医院患者家属）：同
病房的家属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炒菜
只要 1 元的“爱心厨房”，万佐成、熊
庚香夫妇比我想象中还要热情，总是
微笑待人。我老家在乐平农村，岳父
因为治病已经花了 30 多万元，到这
里炒菜不仅实惠、卫生，更重要的是
能让岳父吃到家乡味道。

陈菊英（省肿瘤医院患者）：我在

这炒了十多年菜，每隔 20 天来医院
做化疗，就会自己带菜过来加工一
下，像我这样自己边治疗还要边做
饭的病人特别多。我觉得这里不仅
是一个厨房，更是一个大家庭，万老
夫妇就是两位大家长，和他们以及
其他病友聊聊天，我的心情也变好
了。万老总是安慰我们，生病了也
要照顾好自己，吃好饭生活才会充
满希望。

炒菜仅1元 坚守18年

（画外音）起初，这里炒一个菜只
收 5 角钱，为了维持收支平衡，2016
年才涨到 1 元。从 1 个炉灶到 30 多
个炉灶，从每天十几人到上百人，万
老夫妇18年如一日守在这里。见证
了太多家庭经历生离死别，他们深深
明白，钱可以再赚，但生命只有一次，
不要留下遗憾。

万佐成（南昌“爱心厨房”创办

人）：我一般早上4时起床生火，15时
准备午饭，22 时大扫除，最忙的时
候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们创
办这间厨房的初衷，就是希望外地
来治病的人能吃上一口家乡的饭
菜，把这里当成自己短期的家。现
在厨房每天的开销在 500 元左右，
按炒一个菜 1 元来算，基本能维持
收支平衡。对我而言，病人脸上的
笑容和一句简单的“谢谢”，就是最
好的回报。

熊庚香（万佐成妻子）：我的孩子
曾经生过一场大病，所以我能理解癌
症病人的痛苦，能帮助他们，我心里
好受一点。大家都说愿意来这里炒
菜，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医院里没
有那么多病人，家属也不再需要这个
厨房，到那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可以安
心休息了。

万小萍（万佐成女儿）：父母平时
太忙了，只有过年才有时间团聚，他
们放心不下厨房，放心不下病人。之
前因为担心父母的身体，我曾劝他们
放弃，后来去厨房帮忙，听到病人的
故事后，渐渐理解了父母的做法。只
要父母身体状况允许，我们就会为病
人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因为有你 感动常在
（画外音）万佐成、熊庚香夫妇创

办的“爱心厨房”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许多好心人为他们捐米、捐油。夫妻
俩鼓励病人勇敢和病魔作斗争的故
事，也随着升腾的炊烟，飞出了英雄
城的小巷，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召
着越来越多有爱心的人。

喻晓号（樟树市爱心企业家）：我
注意到，万老夫妇入围 2020 年度感
动中国候选人，在他们身上，我感受
到了无私和坚持的力量。我已经联
系了万老夫妇，为他们免费提供厨
房的厨具，今年春节过后就会送到
他们手中。只要“爱心厨房”存在一
天，我们公司就会一直支持他们，这
是一个企业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希
望通过我们的点滴努力，让社会变

得更加美好。
（结束语）央视纪录片《人生第一

次》里说：“如果一个人上午得知了自
己得了癌症，那么中午他会干什么
呢？……吃饭！”采访结束，当记者问
及万老夫妇新年有什么愿望时，老两
口笑着说，希望自己身体不出毛病，
继续把这个“家”维系下去。是啊，
疾病虽然会让一个家庭遭遇寒流，但
总有一份善意，让我们能感受社会的
温暖。愿我们一生都保有善良与赤
诚，愿每一个好人都能安康顺遂。

“不要放弃爱与希望，每一个逆行和命运抗争的、勇敢的人，都值得被奖
励一朵‘小红花’。”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正在热映，而在南昌，现实版的“送
你一朵小红花”，已经上演了18年。

“好想吃一口家乡菜”，这是多少重症病人的愿望。2003年，万佐成和熊
庚香夫妇在江西省肿瘤医院旁开办了一间共享“爱心厨房”，因为设备大多是
供患癌病人家属使用，所以又被称为“抗癌厨房”。这里炒菜只要1元，经年
不熄的炉火就像一朵朵鲜艳的“小红花”，支撑着每一个被癌症折磨的家庭度
过最艰难的岁月。

近日，万佐成、熊庚香夫妇入围2020年度感动中国候选人。新的一年，
越来越多的温暖汇聚在这里，这间“抗癌厨房”的爱心还在继续……

1月14日11时，病人家属陆续来到“爱心厨房”准备做饭。 本报记者 杨 莹摄

2020 年 3 月以来，浮梁县转
变发展观念和思路，积极拥抱国
内名企，至今已成功签订数十个
战略合作项目协议，协议投资总
额达500多亿元。

国内名企缘何如此青睐浮
梁？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又将给
浮梁带来什么变化？日前，带着
一个个问题，记者赶赴浮梁进行
采访。

空中悬着自动喷头、地下铺
着施肥管网，大棚内还安装了
各 类 传 感 器 ，利 用 物 联 网“ 种
菜”技术，浇水施肥等工作全部
一键完成。2020 年 12 月初，走
进正在建设中的浮梁铭宸智慧
农业科技产业园，记者发现，高
科技“种菜”正让浮梁县鹅湖镇
的这片土地绽放出绿色发展新
活力。

于2020年4月30日签约落地
的浮梁铭宸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是助力
浮梁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重大项
目。项目落地短短数月时间，高
科技连栋膜棚、智能玻璃温室就

拔地而起。项目投资方江西铭宸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
说：“土地流转是难度最大的事，
项目一经签约，浮梁县政府和鹅
湖镇政府分别成立了项目服务
专班、项目土地流转工作小组，
仅用 20 余天时间就帮我们完成
了 2000 多亩土地的流转，为项目
早 日 开 工 建 设 奠 定 了 扎 实 基
础。这样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
常满意。”

王刚告诉记者，该公司的智
慧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原本准备
落户其他地方，之所以最终选择
落户浮梁，一是在前期与浮梁县
领导干部接触过程中，被当地干
部干事创业的激情所感染；二是
浮梁生态优良、土地肥沃，非常
适合项目落地。王刚表示，事实
证明，公司最终的选择带来的是
双赢。

被誉为“瓷之源、茶之乡、林
之海”的千年古县浮梁，陶瓷历
史文化厚重、生态资源丰富。近
年来，浮梁县全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先后获得了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国家级生态县、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一系列荣誉
称号。

据介绍，为了走出一条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2020 年 3 月，浮梁县实施选商选
资、引人引智的“双选双引”工作
模式，并迅速与上海易城工程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天然气集
团、北京城建集团等企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2020年12月15日上午，浮梁
县蛟潭镇社区文化广场彩旗飘
扬、人声鼎沸。当天，中国天然气
浮梁县蛟潭镇天然气客服中心
在这里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中
国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天然气
清洁能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子项
目——气化乡镇工程正式拉开
建设序幕。随着工程建设在浮
梁县的全面铺开，今后该县所有
山区居民将逐步用上清洁优质的
天然气。

对改善浮梁生态环境和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的天
然气清洁能源综合利用项目，计
划总投资 20 亿元。谈及投资浮
梁的原因，中国天然气集团浮梁
县项目公司总经理张宏霞告诉记
者，该集团领导前期来浮梁县考
察时，发现该县非常重视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各级干部的思想
也非常开明。张宏霞颇有感触地
说：“项目落地后，浮梁县委、县政
府为我们提供了‘保姆式’服务，
对在浮梁的未来发展，我们充满
信心。”

“双选双引”工作模式，让浮
梁大地“热”了起来，让广大干部

“动”了起来。记者了解到，为把
“双选双引”工作迅速落到实处，
浮梁县成立“双选双引”工作领导
小组，形成了“一个重大项目、一
名挂点领导、一套工作班子、一抓
到底见效”的工作体系。

2020 年 12 月 2 日上午，位于
浮梁县城的“58科创·浮梁新经济
产业园”和“58 科创·浮梁跨境电
商产业园”内，数十家入驻电商企
业正忙着进行网络销售。而在数

公里之外的湘湖镇，浮梁天舟投
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忙着
建设总投资 150 亿元的“陶大小
镇”项目。五八科创有限公司跨
境事业部副总裁李建强告诉记
者，浮梁县领导干部真诚务实、营
商环境一流、陶瓷文化底蕴厚重，
是吸引其所在企业在浮梁投资兴
业的关键。

记者在浮梁采访时注意到，
一个个高质量项目的签约落地，
带来了资金，带来了人才，带来了
先进理念，还带来了创新创造。
目前，浮梁天舟投资有限公司
正在做“山水+文化”融合文章，
全力将总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
的“陶大小镇”，建设成集科教、
人才交流、产业孵化、国际文化
交流、城市生态休闲等功能于
一 体 的 新 城 。 而 五 八 科 创 有
限 公 司 则 正 致 力 于 打 造 多 元
化国际化跨境电商平台和跨境
电商人才实训基地等，带动浮
梁茶叶、陶瓷等特色产品供货
全球，助推浮梁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记者手记

在浮梁采访期间，记者发现，
该县 2020 年以来签订的战略合
作项目，大多都是以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厚重的陶瓷文化底蕴为依
托，精心谋划的产业倍增、乡村振
兴、全域旅游、民生保障等领域的
重大项目。

生态浮梁缘何成了香饽饽？
在与部分干部群众和外来企业家
接触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该县
从政府到企业，对“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都
有着深入清晰的认知。记者认
为，正因为浮梁牢牢把握住高质
量发展这一主题，让绿水青山和
厚重陶瓷文化绽放出无穷魅力，
展现出巨大价值。浮梁县创新推
出的“双选双引”工作模式，则紧
扣住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全面激
发出了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
激情。

“双选双引”带来的连锁效应
——看浮梁如何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特色之路

本报记者 王景萍 文/图

浮梁铭宸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蔬菜大棚内，自动喷灌设备正在工作。

1 月 15 日，航拍分宜县大岗山 20 多公里的年西公路蜿蜒曲
折。据了解，海拔 1092米的大岗山包含 5个林场，山林面积超 13
万亩。近年来，当地投资数千万元打通深山“大动脉”，建成集森
林防火、资源管护、科研观测、全域旅游为一体的深山道路，也成
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小康路”。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打通
脱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