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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协十年！

我微笑，我捡起，市容美化人人有责

表演唱《我伲康协好来坳去话伊》剧照

欢迎沈佩英（右一）从北京参加奥运助威团归来

拼搏才有希望

以老年大学声乐3班为依托培养文艺骨干

舞蹈＂笑口常开＂，展示康协会员生命风采

康协志愿者深入病房与患者交流

百年世博今梦圆，走向幸福靠拼搏

引吭高歌驱痼疾，第三人生绽新绿
抗癌明星心系病友，深入病房促膝谈心

参加长三角运动会的康协运动员英姿飒爽

肿瘤专家丁罡为会员义诊咨询

义诊人头攒动

会员旅行途中，兴致盎然

9 月 10 日，85 岁高龄的程宣猷老人委
托妻子来到崇明癌症康复协会（以下简称
康协）。由于正在住院，老人没法参加康协
9月25日举办的十周年活动，但放不下对康
协满满的爱，程老特意让妻子送来了为康
协十周年庆写的一首祝贺小诗，并向协会
捐款 1000 元，用以资助家庭困难的会员。
这温馨一幕，令崇明康协的创办人沈佩英
感慨不已：“没想到这一晃，康协十岁了！”

沈佩英怎么也不敢想，当年只有 37
名会员的康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十年，更
没想到，会员从当年的两位数变成了如今
的四位数，成为了上海市唯一一个区县级
的 5A 级社团。

由于癌症的特殊性，2003 年时，很少
有人关注这个弱势群体。受上海市癌症
康复俱乐部领导的“委托”，沈佩英“受命”
回崇创办癌症康复协会。当时年届 60 的
沈佩英和老伙计徐有凯在“一无资金，二
无场所，三无会员”的状况下，开始了艰辛
的康协创办之路。

没有资金，徐有凯和沈佩英就自掏腰
包，垫付开销；没有会员，两人就登门拜
访，宣传发动；没有场地，两人就把自家的
住所当成了办公场所。受世俗观念的影
响，康协创立之初，人们谈癌色变，大家对
协会的支持率很低，为了跑资金，拉会员，
徐有凯和沈佩英不知道遭了多少白眼、吃
了多少闭门羹，可是抱着给患者一个“家”
的信念，两人互相鼓励，执着坚持，2004 年
9 月，康协终于正式成立了。

虽然崇明康协的建立比上海其他区
县康协的成立足足晚了 10 多年，可在徐
有凯和沈佩英的努力下，崇明康协走出了
自己的特色。康协创造性地采取了医患
结合的会员制度，除了吸收新华医院崇明
分院肿瘤科全体医务人员作为会员外，康
协还发展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精神
卫生中心、城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14
个团体会员，实现了医生和患者的无缝结
合。成立十年来，康协坚持每年为每位会
员提供免费体检等温馨服务，会员从最初
的 37 人发展到了如今的 1200 多人。

2013 年和 2014 年，康协成功中标中国
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困扰康协的资金短
缺问题得到改善，康协服务的后盾更坚实
了。69699655 是康协的热线咨询电话。
除了服务康协的 1200 多名会员，热线还向
社会患者“敞开”服务。随着康协知名度
的提升，甚至还有启东的癌症患者慕名前
来取经。仅去年一年，接受康协志愿服务
的社会患者就达到了1200多人。

同时，康协还创新成立了崇明康协之友
服务中心，为不符合入会条件的癌症患者提
供服务，目前已吸纳康协之友400多名。

癌症患者在被确诊之初都会特别迷
茫，化疗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注意些什
么，都是患者们希望知道的事情。为给患
者们提供一个了解就医康复的平台，康协
组织了一系列“请进来，走出去”活动。通
过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副院长、肿瘤科主任
丁罡的牵线搭桥，康协把岛外的肿瘤专家

“请进来”，为崇明岛上的会员及社会患者
举办义务咨询和义诊活动。同时，康协还
积极组织医院的专家“走出去”，深入康协
设立在岛上各区域的活动站举办各类康
复知识讲座，帮助会员掌握抗癌本领。十
年来，康协已累计开展此类活动近百次，
受益人群1万多人次。

包括徐有凯和沈佩英在内，康协会员
中有很多抗癌明星，他们对于癌症的康复
治疗都很有心得。在徐有凯和沈佩英的
组织下，康协的老会员与新会员结成了对
子，抗癌的经验也因此得以不断传播。

沈佩英常说：“癌症患者一定要有乐
观的心态。”为了帮会员们树立康复的信
心、培养乐观的心态，康协各活动小组因
地制宜、因人而异开展了一系列“导乐”活
动：深入病房、家庭探望，慰问病友，重视
心理治疗，帮会员们树立“活下去”的信
念；唱歌、跳舞、打拳、练气功常坚持、不断
线，提高身体素质；组织多层次的康复旅
游和夏令营，丰富会员的生活；每年为生
存期在五年以上的会员举办“五岁生日”、

“十岁生日”活动，让所有会员看到并感受
“生的希望”……

在康协，从会长到会员，1200 多人拥
有同一个座右铭——奉献。

今年康协换届，沈佩英的小外孙小瑀
浩特别希望外婆能“弃权”，因为沈佩英 10
多年来一心扑在康协，对于家庭几乎是

“甩手掌柜”。小瑀浩特别希望外婆能接
送自己上学，能吃外婆做的饭菜，但只要

沈佩英还在康协干，小瑀浩的愿望就没法
实现。对于小外孙，沈佩英心里藏着一丝
愧疚，但她常说：“会员的健康和快乐就是
自己最大的快乐、最好的回报，再苦再累
也值得！”

1999 年，徐有凯因患结肠癌接受了外
科切除手术。一旦过度疲劳即会发病：连
续腹痛好几天，严重时冷汗淋漓，整夜不
能入睡，且需要禁食为胃肠减压。心疼他
的身体，家人朋友都劝他放下康协的工
作，安心在家休养，对此，徐有凯只有一个
答案：“为康协，我少活几年也愿意。”

叶志家也是康协的创办人之一。年
过 70 的他家住前进农场，每天坚持来回 3
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康协服务会员。有人
笑他傻：“又没一分钱工资，跑来跑去干
吗？”对此叶志家总是一笑而过，他心里头
明白：“奉献从不计报酬。”

还有范菊萍——陈家镇活动站站长，
多年来坚持把自己和活动站骨干的通讯
费补贴悉数捐出，用来为当地兰馨福利院
的老人买礼物。每每看到范菊萍和志愿
者大包小包上门，福利院的老人总会笑眯
眯地迎出门，亲切地唤她一声“闺女”。

还有顾瑞昌——虽然年过七旬，大家
都爱喊他“老来青”，作为康协的写作能
手，康协彩虹艺术团的很多“剧本”都出自
他手，还有黄小妹——康协的文艺骨干，
还有陆洪兴、沈佰秋、宋群，还有 100 多名
党员、70 多名志愿者，还有太多康协人，为
康协付出，为康协自豪，为康协精彩！

沈佩英说：“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社
会各界的关爱，有 1200 多名康协人，我相
信，康协的下一个十年，一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