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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有福。”因为这个信念，黄

铁焱选择把肿瘤儿童营养支持这个小众的

公益事业坚持下去。

10年前，黄铁焱和几个朋友一同发起

成立了香柏树儿童肿瘤营养支持专项基金

（以下简称“香柏树”）。这个位于长春的公

益组织，是全国第一个专注于肿瘤儿童营

养支持咨询指导和培训的专业机构。

10 年间，香柏树为来自全国 31 个省

份的 250多个肿瘤儿童家庭提供了面对面

营养支持培训，设计了“肿瘤儿童营养风

险筛查和膳食评估标准和规程”，发放了

近 10 万本 《肿瘤儿童膳食营养》 科普手

册，每天为 40个微信群内的 1万多名肿瘤

儿童家长在线答疑……

香柏树的这些公益行为，不断填补着

国内肿瘤儿童营养领域的空白。

心里种下推广肿瘤儿童
营养支持的种子

在香柏树的大家庭里，有 12名全职的

工作人员，还有许多来自社会各个行业的

志愿者。大家都习惯称黄铁焱为“队妈”。

自己淋过雨，也更愿意为别人撑一把

伞。了解香柏树的人，都听说过队妈的故事。

黄铁焱的儿子小名叫队队，17 岁时

被查出患有嗅神经母细胞瘤，已经到晚

期。那一年，队妈带儿子从长春到北京治

病。医生告诉她，放疗和化疗是一场生物

战。治疗后，队队的肿瘤复发和转移率也

很高。

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人为队妈提供免

费住宿，也有人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也

是在这段时间里，队妈偶然看到一本专门

讲营养支持的书籍。通过多方打听，队妈

联系到作者。在对方的指导下，队妈为正

在接受放疗的儿子进行营养支持。彼时是

2007年。

“营养支持不是简单的吃营养食物。”

队妈解释说，而是通过对食物的科学搭

配，让肿瘤儿童的身体能承受医学治疗，

改变身体基因环境，让癌细胞不容易复发

和转移。

队妈把营养支持的实践用在了给儿子

的治疗上。由于放疗的影响，队队在治疗

期间口腔黏膜脱落，吞咽困难。按照指导，

队妈每天把 13斤左右的蔬菜和水果榨成 3
升的蔬果汁，或是把高蛋白的食物做成雪

糕形状，让孩子用舌头一点点舔食。由于孩

子吞咽速度慢，基本一天都在进食。

这样的营养保障迎来了惊喜和转机。

队队在放疗的 35 天里，体重不降反增。

而同期接受放疗和化疗的病友，身体迅速

消瘦。有些病人因为治疗期间体重迅速下

降，不得不暂停治疗，等到体重增长后才

能继续。

医生和病友惊讶地问队妈给孩子吃什

么营养品。从那时起，队妈的心里就种下

了一颗推广肿瘤儿童营养支持的种子。

营养支持 3年后，队队的身体进入康

复轨道。曾经“被判死刑”的 17 岁少

年，现在已经结婚成家，身为人父。

儿子上大学后，队妈系统学习了肿瘤

营养支持的相关医学课程，并与肿瘤儿童

的情况结合起来。她发现，有营养支持和

没有营养支持的肿瘤儿童，无论在治疗期

还是康复期，其生活质量、治疗效果差别

都非常大。

自 2014 年起，每年的 2 月 15 日被设

立为“国际儿童癌症日”，呼吁全球共同

关注儿童健康。也是在这一年，香柏树开

始筹备，2015 年正式成立，面向公众募

集慈善资金。

想让更多肿瘤儿童得到
专业营养照护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相关研究数据

显示，2020年-2024年期间，我国新增儿

童肿瘤患者超 15 万，其中实体肿瘤占比

约六成，超越白血病。我国 14 岁以下儿

童死亡原因中，恶性肿瘤仅次于意外伤

害，居于第二位。

《中国肿瘤营养治疗指南 2020》 提

出，“营养是一线治疗”。肿瘤病人的营养

状况决定了治疗效果和临床结局。但到目

前为止，国内对儿童肿瘤营养支持治疗的

关注和实践还很有限。

如何能让更多的肿瘤儿童得到专业的

营养照护？

队妈带着团队里年轻的小伙伴们，用

3 年时间，反复打磨、设计了“肿瘤儿童远

程免费营养风险筛查和膳食评估指导”。其

内容涉及不同年龄段、治疗阶段、病种、体

重指数、膳食摄入等方面的评估标准。

近 4年来，香柏树为全国 3000多名肿

瘤儿童进行远程营养膳食筛查，并对这些

孩子的家长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数据显

示：90%的父母认为营养风险筛查和膳食

指导“很有帮助”，100%的父母对肿瘤儿

童的饮食原则表示已经清楚。96.7%的家

长开始了饮食改善实际行动，86.7%的孩

子身体状况通过营养支持有所改善。

每年，香柏树都要举办多期面对面营

养支持理论和实操培训班。每次会有 5-6
个肿瘤儿童家庭来到香柏树，吃住一周。

其间，家长和肿瘤儿童一起学习营养支持

理论和膳食搭配。

80 后李秀羽加入香柏树 8 年了。看到

来到香柏树的家长从惶恐不安到露出久违

的笑容，李秀羽体会到这份工作的价值。

淘淘妈妈是第一批来到香柏树的肿瘤

儿童家长之一，曾经陪伴儿子走过 7 年的

康复之路。

2009 年夏天，两岁的淘淘在苏州一

家医院被检查出第四脑室肿瘤。接下来的

日子，这个家庭忙乱又无助。

手术后的淘淘变得不会哭笑、不会

走路，也很少发出声音。家长一度以为

孩子得了孤独症，多方检查后才确定是

因为手术对孩子身体和心理造成的创伤

太大。

术后一年，淘淘的恢复一直不理想，

与刚手术后无异。濒临崩溃的淘淘妈妈，

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她带着孩子从

苏州赶往长春，跟着队妈学习肿瘤儿童营

养支持。奇迹也出现在淘淘身上。

现在，淘淘妈妈是香柏树的远程志愿

者和积极的募捐人，还经常会和身边的患

儿家长分享营养支持的重要性。

每次面对面培训，李秀羽都能看到对

食物的恐惧和渴望交替在孩子身上拉扯。

比如，工作人员把剥好皮的荔枝递给一个

孩子，他会使劲地挥手说，“我不能吃，

我血象不好”。

上一次来参加面对面培训的家长和孩

子，令李秀羽印象深刻。

5岁的天天在两年前被查出患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治疗期间，天天有 1年多

的时间一直吃小米粥和水煮菜。在治病的

第九个疗程，天天妈妈被医生告知，孩子

严重营养不良，体重一度下降，身高停止

增长。

天天妈妈经常因孩子的“淀粉酶高”

提心吊胆。“吃与不吃”让她非常纠结。

妈妈的焦虑也传递给孩子。

8岁的周周，患有骨肉瘤。长得敦厚

结实的周周，第一眼看上去不像是生病的

孩子。

这两年，来到香柏树的患有骨肉瘤的

孩子增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一边治疗

一边癌细胞转移。孩子们的化疗都在 20
次左右。治疗似乎无休止。

周周却是个治疗非常顺利的孩子，整

个治疗历时 11个月，顺利完成了 16次化

疗和手术。周周妈妈分享说，孩子刚生病

时，就听病友介绍了香柏树的“营养秘

诀”——营养早餐糊和蔬果汁。在 11 个

月的治疗里，周周身高增长了两厘米，体

重明显增加。

还有很多事可以去做

2024年，香柏树与全国 5所公益机构

合作，共同推广肿瘤儿童营养支持。团

队成员还受邀到全国多所医院，为正在

接受治疗的肿瘤儿童和他们的家长进行

营养科普。“哪种食物该吃、不该吃、怎

么吃，患儿的家长们普遍存在误区和偏

见。”香柏树的资深营养师丽娜在科普时

发现。

在不同医院进行科普时，丽娜发现很多

肿瘤儿童家长都听说过香柏树。香柏树的故

事通过医护人员和患儿家长，口口相传。很

多医护人员和患儿家长成为香柏树的志愿

者，一起把肿瘤营养支持的重要性讲给更多

需要的人。

香柏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关注到那

些每晚睡在车里、医院走廊里、澡堂里的

患儿父母。看到这些异地就医的家长和每

天吃外卖的患儿，队妈觉得香柏树还有很

多事情可以做。

建立异地就医互助小家和儿童舒缓活

动中心，是队妈和伙伴们酝酿了很久的计

划。随着香柏树影响力扩大，募集资金的数

额也出现了明显增长。有了资金助力，大家

的一些想法得以实现。

去年年底，异地就医互助小家和儿童

舒缓活动中心终于建立起来。地点选在了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附近，方便异地就医的

肿瘤儿童和家长前来。

这个香柏树的新空间，可以免费为经

济困难的肿瘤儿童家庭提供住宿和互助厨

房。每周，还有医护人员或志愿者不定期

地前来，为孩子和家长们开展健康讲座、

舒缓疗愈活动。

“得到过别人帮助，也想去帮助更多

人，帮助别人会更快乐。”在队妈看来，

关注儿童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和长期健康，

应该是现代医学、肿瘤营养学和公益组织

共同努力的方向。

给肿瘤儿童撑一把营养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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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南昌高铁基础设施段
团委聚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主题主线，深化青年理
论宣讲，组织青年宣讲骨干
原创宣讲课件，面向一线青
年广泛开展宣讲；动员青
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聚焦高铁工电供基础设备
检修、防洪防汛、应急处
置、路外环境整治等“急

难险重新”任务，组建青年突击队，开展突
击奉献和技术攻关；定期举办青年创新创效
大赛，形成小工具研发、工机具革新成果；
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常态化开展青年“小班
制竞赛”，制作标准化作业视频，不断提升青
年业务技能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服务青年安
心安家，聚焦异地青年在工作地结婚安家的现
实需求，定期组织开展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有
效扩大青年“朋友圈”。

□ 沈杰群

微短剧崛起，热点却无法预判。最
近一部数据惊人的爆款短剧，题材就不
是“超爽复仇”“霸总爱我”，而是无比
日常、细碎的“生活流”。

四川方言短剧《家里家外》，讲了
79集一家四口的“家长里短”，结果刷
屏全网，上线3天红果站内观看量破10
亿次。

《家里家外》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
80 年代初的成都。在一次洪水救灾过
程中，单身父亲陈海清与单身妈妈蔡
晓艳相遇、“闪婚”，各自带着孩子组
成新家。

陈海清和蔡晓艳是“耙耳朵老公”
与“辣妹子妻子”组合。陈海清兼具高
智识与高情商，每次绝不让妻子受一点
委屈的“护妻”行为，引发网友在评论
区说：“爱妻者风生水起。”

蔡晓艳内心强大、敢爱敢恨、绝不
内耗，受委屈绝不忍着。面对一开始不
接纳自己的继女、对自己有偏见的小姑
子，蔡晓艳都能用真心相待，以爱感
化，她在家里家外都如女侠一般拼尽全
力保护亲人。

剧中，姐姐动手打了弟弟，弟弟
流鼻血了，陈海清教育亲闺女“姐姐
应该让着弟弟”，而蔡晓艳的反应“三
观很正”，绝不护短：“大的凭什么就
一定要让着小的？”教育孩子的事不能
一味讲“大小”“忍让”，而要先看

“对错”。
一部完全“拉家常”的短剧，却让

观众“追上头”。短剧《家里家外》每
一集时长为2-3分钟，没有惊天动地的

戏剧冲突，但亦有跌宕起伏的饱满节
奏。这种如溪流般缓缓流动的追剧感，
让我想起去年看长剧《小巷人家》的感
动。好的年代生活剧，能让人如同置身
时光长廊。

有时候，《家里家外》剧集末尾还
会配有孩子的旁白。“我们不是在父母
缔结婚姻的那一刻就自动拥有了亲情，
是在漫长岁月里日复一日的真心，让我
们成为了比血缘还要牢固的亲人。”“一
家人之间不叫帮，而是发自内心希望对
方过得好。”

这种看剧体验，很像我回眸儿时记
忆里那些日子的感觉：一件寻常琐事
就能掀起内心的“狂澜”，足够“拉
满”一个孩子好多天的关注度；但也
有一些当时自己不以为然的小事，时
过境迁才蓦然醒悟，那其实是掀起生
活巨浪的“命运之手”，改变了一家子
的轨迹。

《家里家外》火了之后，很多人上
头追剧，也有很多人好奇思考：“生活

流”短剧为什么能在一众强冲突剧情的
短剧中脱颖而出？

据主创透露，在《家里家外》剧本
出来后，他们请了一些 80 后、90 后

“目标观众”来对剧本进行批注，当时
评价内容是“不够爽，不够带劲，不够
短剧”。对短剧创作者来说，这并不是
很妙的评价。但是主创并没有因此改成

“穿越重生”，没有改得更“爽”，而是
改得更“暖”。

“短剧不缺爽感足的，更缺感人、
质朴、温暖的作品。”

主创提到，大家当时已经做好了这
部短剧播出后也许得不到大流量，只有
少数人喜欢的心理准备。“我们在意的
是作品中有没有爱在流动。”

《家里家外》 导演杨科南说，大
家早期对短剧的印象都是“大头接
大 头 的 对 话 ” 比 较 多 ， 而 在 此 次

《家里家外》 的拍摄里他们刻意用了
“中景镜头”。

“因为叙事的重点是一家人关系的

变化，多用带环境的镜头才能体现出他
们的关系和感情的流动。”杨科南说，
他以往喜欢的影视作品都有共同的
特质——相信那个时空真的有一群人
生活在那里，会让自己对他们的生活产
生向往，“想去找他们玩儿”。

因此，杨科南拍《家里家外》的时
候，也想在故事里呈现出这样的特质，
让故事更有生活感、沉浸感，让手机前
的每个你我相信真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蔡晓艳。“哪有岁月静好？都靠自己奋
力争取。”另外还有一个“耳朵耙归
耙，但没有人敢动我家”的陈海清。

当前，“微短剧赋能文旅”早已成
为大家对微短剧产业的新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家里家外》这部
短剧在四川拍摄，选取成都、南充、眉
山等作为拍摄地。剧中所有角色都用
四川方言说台词，地域感浓重却依然
能破圈，打动全国观众。短剧评论区
里川渝观众给其他省份观众“科普”方
言成了有趣的新现象。

剧中，锅盔、麻糖、竹筒饭、蛋烘
糕、芙蓉酥、天府可乐等美食轮番登
场，观众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

微短剧激发我们对一个地方的兴
趣，衣食住行是旅游的表象，被人心、
人情、人性吸引，则是内里。

蔡晓艳圈粉大量观众还有一个原因
是：她身上自带川渝女人的松弛和自
信，比如乐呵呵给女儿不及格的试卷
签字，笑着说“这娃娃儿随我，咋子
嘛”。另外，剧中，姑嫂互助的女性力
量、街坊邻里摆龙门阵……将川渝市
井生活的幽默与温情展现得淋漓尽
致，这都会令观众对那一方水土心驰神
往，想要靠近。

学会爱人，学会用幽默、包容与笑声
化解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迎接命运的考验。
这样的力量和意义，才是文艺作品能给
予每个观众的积极滋养。

一部四川方言短剧，为何能在日常溪流里掀起“巨浪”

□ 赵雪霏
（渤海大学大四学生）

今 年 夏 天 ，我 将 与

1200万名毕业生一同踏入

社会。当校园的围墙逐渐

隐入身后，脚下的职业道

路如分形图般延展出无数

支线——父母的期待、同

龄人的选择、内心的躁动

交织成网。父母视频里的

叮嘱穿过屏幕：“回家这边

找工作怎么样？我俩还能放

心些。”

是选择既定的安稳，

还是迈向未知的旷野？关

于这个问题，我在一档由

京东全球购、爱奇艺、中国

青年报社打造的《开播吧！

青春采销》的综艺中得到了

启示。

节目中，一群年轻人

以“跨界”与“破圈”重塑职

业边界：旅行博主转型供

应链管理，脱口秀演员投

身产品策划，新闻主播探

索直播电商。当人生轨迹

似乎已经定型时，却决定

改变路线，在“采销 +主

播”的模式中闯入新赛道。

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深

刻命题——职业的边界并

非铜墙铁壁，而是一块等

待被重新定义的画布。技

能可迁移，热爱可赋能，人

生本应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无限游戏”。

当下，年轻人正站在

观念转型的十字路口。招

聘网站的报告同样揭示了一个趋势：超

九成毕业生考虑灵活就业。更多人不再

被传统模式束缚，而是将兴趣和特长发

展为工作，大胆探索多元就业渠道。“为

什么环球旅行后突然想要来大厂上班？”

面对节目总顾问杜华抛出的疑问，一个

女孩说自己也为此深度思考过，“在我环

球旅行广度探索完之后，应该进入一个

深度的自我沉淀、探索和成长”。

同样，正如综艺中一名主播选手面

对“入职后收入可能相比之前有所下滑”

的提问时所言：“我可以接受短期收入下

滑，可以接受自己在收入不高的工作中加

速成长。”以短期收益换长期成长，正在重

塑职场的底层逻辑。

技术浪潮为多元选择提供了更广阔

的舞台。在浙江杭州高新区的春季招聘

会上，百余家企业提供的 2200余个岗位

中，多数与人工智能相关。有人担忧“机

器取代人类”，但更深层的真相是：AI淘
汰的是重复劳动，催生了数据分析师、

AI伦理顾问、人机交互设计师等新兴职

业。技术从未淹没人类，反而为跨界者提

供了乘风破浪的冲浪板。

有人质疑：“频繁跨界是否意味着不

精？”但青春的本质恰在于试错权。比如，

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邬斌倡导的“多元就

业”，并非鼓励盲目跳槽，而是强调将

看似零散的经历串联成独特竞争力——

旅行博主的洞察力可赋能营销，脱口秀

演员的表达力能点亮产品叙事。每一次

“无用”的探索，都是未来破局时的

“弹药库”。

毕业季的浪潮中，有人畏惧，有人

观望，有人顺势而为。但真正的职业

自由，不在于选择的多寡，而在于始

终保有重新定义选择的能力。社会常

态无须迎合，既定逻辑不必盲从。时

代的考卷从不预设标准答案，它允许试

错、鼓励创新——跌倒可以爬起，迂回亦

可抵达，关键在于将每一段经历熔铸为

独特的竞争力。

当我们打破“专业不对口”“性格

不合适”的枷锁时，其实在向所有人宣

告：职业旷野中，没有“标准路径”，

唯有“自我定义”。正如 《开播吧！青

春采销》 中那群年轻人用行动证明的，

当我们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职业旷野，

每个“限定款”人生都能绽放独特光

彩，展现出“Z世代”打破职业壁垒的

鲜活样本——在这里，每一次岗位轮转

都是认知突围，每场直播实战都在重构

职业想象力。愿我们都能在多元化职场

形态中，走出自己的“限定款”人生。

在
职
业
旷
野
中
，走
出
﹃
限
定
款
﹄
人
生

香柏树工作人员为肿瘤儿童准备营养餐。 受访者供图

《家里家外》剧照。 剧方供图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广通工电段团委紧盯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根本任务，广泛搭建青年
成长平台载体，努力培养一
大批“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朝气蓬勃”的青年骨
干。打造“成昆记忆”打卡
点，串联沿线铁道兵烈士陵
园等红色基地，开发“重走
成昆线”思政实践课，纳入

青工培训必学课程，让青春底色更红。以“特
训营、名师带徒、挂职锻炼、三级练赛”为基
础，延伸工程实践、骨干轮训等载体，形成

“4+N”培养体系，助力300余名青年加速成
长，让青春象限更广。成立摄影等青年社团，
组建“合伙人”乐队，开发《心锲而合》等原
创作品；开展高原特色体育项目，常态化举办

“奔跑工电人”活动，引导青工放下手机、走
出宿舍，让青春活力更足。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

有限公司广通工电段

团委书记 任星火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南昌高

铁基础设施段团委

书记 李康乐

本海报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