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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日前走進王燕清位於天津和平區不足60
平方米（約640平方呎）的小店，頓時被

眼前貼滿彩色便條的「愛心牆」所吸引——「全
素飯一份」、「排骨湯餛飩1份」、「祝早日康
復」……便條上寫着各種菜名和祝福語，都是參
與「牆上的餐桌」活動的顧客親筆書寫，贈給貧
病交加的血液病患者及家屬。

40天籌4萬 送飯逾2千份
據老闆王燕清統計，自11月中推出「牆上的

餐桌」活動以來，在短短的40多天裡，已收到
超過四萬元（人民幣）善款，折合約2,600份飯
菜，其中約四分之一已經兌現。
談到推出「牆上的餐桌」活動的原因，眼前這

位42歲、總掛着笑容的老闆娘與記者娓娓道出
初到天津的艱苦日子。

獲天津人義助 激勵回饋社會
「2009年，我從老家福建三明沙縣到天津打

工，在最困難時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幫助，我被
天津人的熱情、仗義感染了，也希望力所能及地
幫助別人，把這份關愛傳遞下去。」
王燕清最初在南開區的一家沙縣小吃店打工。

不久，老闆見她做事勤快、認真，便提出將店舖
轉讓給她。躊躇滿志的她借來一筆錢，接手了店
舖，開了她第一家店。然而好景不常，因長期虧
損，最終在2014年租約到期之際關門。
雖然從來沒聽說過哪家沙縣小吃發了大財，但

一般家庭式小本經營都可養活一家數口。王燕清
為何長期蝕本？

贈飯墊醫藥費 首店蝕本關門
原來小店位於天津市最有名的中醫醫院附近，

每天前來就餐的顧客多是病人，不乏來自偏遠農
村，為了治病東拼西借，有些甚至要乞錢治病。
「你看到他們付錢時，掏出的是一把皺皺巴巴的
零錢，最大面額是一塊錢，你的心都快碎了。」
王燕清遂以低價或免費為他們提供飯菜，更經

常買水果、營養品或是生活用品送給他們，有時
甚至墊付醫藥費，最終自己也入不敷支。「對這
些走投無路需要幫助的人，我無法裝作沒有看
到。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像我一樣去做的。」

一己之力不足 發動客人襄助
第一家店關掉幾個月後，王燕清又盤下了位於

和平區南門外大街上的另一家沙縣小吃店。不知
是否命中注定，新店恰巧鄰近著名的中國醫學科
學院血液學研究所血液病醫院，該院病人及其家
屬自然成了食客。

血液病是造血系統疾病的統稱，其中有些病種
如各型白血病等極難治癒，醫療費動輒十幾萬，
甚至上百萬，不要說窮人，即使普通工薪家庭也
難以承擔。
每天面對這些在生死之間游離的人群，王燕清

感到很無奈：自己近於「施捨」的幫助不過是杯
水車薪，若是傾情奉獻必將又陷入自身難保。去
年11月的一天，王燕清慶生時與朋友透露了兩
難的心境，一位朋友聯想到美國「牆上的咖
啡」，便向王燕清建議，推出「牆上的餐桌」：
顧客在就餐時自願多買一份餐，然後寫在「愛心
便條」貼到牆上，送給有困難的血液病患者及家
屬。
就這樣，「牆上的餐桌」誕生，很快得到顧客

的積極響應。個多月下來，王燕清和店員們每天
忙於做記錄，經常半夜才能休息。但當看到牆上
五顏六色的愛心便條，王燕清覺得一切都是值得
的。

一個多月前，天津一間小店推出「愛心餐」活動，為嚴

寒的冬日平添溫暖。來自福建三明沙縣的王燕清在津城經

營沙縣小吃店，因長期向有經濟困難的病人送免費餐，甚

至墊付醫藥費而蝕本經營。雖然經歷過執笠「蝕入肉」之

痛，但她屢敗屢戰，堅持繼續助人，參考外國「牆上的咖

啡」公益活動，推出別出心栽的「牆上的餐桌」，邀請顧

客向有需要的病人捐贈愛心飯菜，把菜單寫在便條上貼到

牆上，結果獲得廣泛響應，王燕清更因此入選「感動天

津」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達明 天津報道

■■王燕清到醫院看望患病王燕清到醫院看望患病
的兒童的兒童。。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在剛過去的元旦日在剛過去的元旦日，，王燕清在小店親自為病人王燕清在小店親自為病人
及家屬做了一頓豐盛的節日飯菜及家屬做了一頓豐盛的節日飯菜。。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牆上的餐桌」經傳媒曝光後，本來懷疑王燕清為何經營一個小
店都要賠錢的家人恍然大悟，哥哥在微信中對她說：「你認為有意
義的事你就去做吧，支持你。」伴隨着各種讚許之聲，王燕清也聽
到了一些令她難以接受的質疑。最讓她感到委屈的是，有人懷疑她
發起這項活動是為了從中取利。還有個別無良市民來到店裡硬索
「免費餐」，遭到拒絕後有的破口大罵，甚至拳腳相加。但王燕清
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大多數人對她表示發自內心的信任，令她感
嘆：陌生人的信任，用錢也買不到。

愛心飯餐加料 分量等同成本
王燕清表示，自從推出「牆上的餐桌」活動後，店裡經常亂哄哄

擠滿了取飯的受贈者，正常營業大受影響。「最多的時候，一天來
了80多人，我只好站在凳子上『指揮』。」她坦言店裡的收入沒有
增加，但她不會因為免費餐而偷功減料，「對我來說，既然要表達
愛心，那麼質量標準不能降低，只能提高。實際上，凡是我們配製
的『愛心餐』，質量、分量都高於正常營業的套餐，一份餐十幾
元，基本上就是成本價。」

無良市民索飯 報警方肯逃走
面對那些無良索飯市民，王燕清曾經不得已報警，對方才灰溜溜

逃走。「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但王燕清也從中汲取了經驗，今
後受捐者一定要出具血液病醫院的就醫證明。
對於某些人對善款去向表示質疑，王燕清覺得可以理解，必須對

大家負責。於是，在天津一家專業慈善機構的幫助指導下，王燕清
建立了一套處理善款的流程、手續，每一筆捐贈的來源、用途、去
向，盡可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在這個問題上，我既要對得起
自己的良心，也要經得起外界的質疑。」

收穫他人信任 堅持行善動力
十分欣慰的是，大多數人對她表示出發自內心的信任。他們很多

人或是來到店裡把捐款直接交到王燕清手上，或是通過各種方式直
接匯款給她。對此，王燕清在自己的微信上感慨道：「人的一輩
子，其實最開心的不是賺了多少錢，而是賺到了多少陌生人的信
任。這是用錢都買不到的人格魅力！窮死不要撒謊，難死不要騙
人！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永遠相信：誠信可贏天下，守
信方得人心！我感謝上天讓我認識了這麼多好心人，感恩、感
激……」
在採訪將要結束時，王燕清對記者說：「雖然我也感到過委屈，

但是這麼多人的信任、支持，是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堅持到底的最
大動力。」

回顧這一個多月的情景，王燕清十分激
動：「我雖然是活動的發起者，但捐贈者
每天都在感動我。」以下是她向記者講述
的一些捐贈者的「故事」——
一位捐贈者，由於不清楚店舖的具體地

址，堅持找到午夜才最終找到；天津眼科
醫院的幾位護士一次就捐贈了60份套餐，
而且不肯留下姓名；今年已82歲的一位老
者，自己騎着助力車從很遠的郊區趕來，
見到王燕清後激動地說：「感謝你讓大家
有了一個捐贈愛心的地方。」然後捐贈了
200元；另一對退休的老夫妻，向王燕清打
聽到某位身患重症的兒童的地址後，直接
匯去了2,000元善款。

變「愛心中轉站」多家餐館響應
隨着「牆上的餐桌」的消息不斷傳播，

一些天津之外的熱心人士也通過微信、支
付寶等方式參與，甚至有國外人士委託中
國朋友前往捐贈。有多家包括沙縣小吃在

內的餐館宣佈加入「牆上的餐桌」活動，
一些大型商家為此舉辦了公益拍賣。而捐
贈的內容已不限於「愛心餐」，許多人直
接找到王燕清，通過她向血液病患者捐款
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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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愛心不缺愛心 只需行動只需行動

「陌生人信任 用錢買不到」

感動八旬翁 千里行善舉

■82歲的天津市民李同禎老人騎助力車從
郊外到王燕清的小店捐贈愛心。受訪者提供

■■王燕清經營的沙縣小吃王燕清經營的沙縣小吃
店店。。 記者達明記者達明 攝攝

■■王燕清將一張張王燕清將一張張「「愛心便愛心便
條條」」貼在牆上貼在牆上。。 記者達明記者達明 攝攝

■■王燕清王燕清（（右二右二））與捐贈與捐贈
者合影留念者合影留念。。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靈感來自「牆上的咖啡」
王燕清的「牆上的餐桌」靈感源自美國紐約一間

咖啡店推出的「牆上的咖啡」：客人可買雙份咖啡，
一杯自己喝，另一杯以便條記錄，掛到牆上，送給下
一個有需要的顧客。這既給助人者一個方便的渠道，

同時讓受助者保留一份尊嚴。如今，同樣溫暖人心的故
事在中國天津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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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清，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吃
店老闆，或者說是一個整天還要
為自己生計操勞的弱女子，出於
良知，出於同情，出於愛心，出

於自己加給自己的「責任」，在數九寒冬的津
城裡，點起了一把火，攪動得大街小巷熱浪滾
滾，一發不可收拾。

見過王燕清的人，大概都不會覺得她能有
什麼過人之處，更不會相信她有什麼「魔
力」，平凡、樸素，心直口快，是她的最大

特點。但是，筆者似乎悟出了「牆上的餐
桌」背後的一些「奧秘」：社會從來不缺良
知、同情、愛心等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好情
愫，唯一缺的，是像王燕清那樣「看到想到
就要去做」、不怕好心做壞事、不怕質疑批
評的勇氣。而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不是建基
於契約，而是對人性的美好投信任票，相信
世間仍有好人。

去做的人多了，何愁愛心不能隨風傳遞？
■記者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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