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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伟棠，男，67 岁，宁波市曙光中
学退休教师，宁波市红十字人体器官
（角膜） 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 2009
年，身患癌症的叶伟棠来到宁波市红
十字会登记捐献角膜，从此与红十字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结下了不解
之缘。

2010 年 5 月 7 日，宁波市眼库与
宁波日报联手成立了宁波市首个角
膜劝捐团体， 并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叶伟棠闻讯报了名。 几天后，叶伟棠
专程去了一趟慈溪， 为有捐献意愿、
但身患残疾、行动不便的成华（化名）
办理了角膜捐献的所有手续。

2010 年 12 月 12 日，在宁波市人
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会议上，时任宁
波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成岳冲
（现浙江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
为宁波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服务队授旗，从那一天起，叶伟棠就
扛起了这面大旗。

对许多市民群众来说，人体器官
（角膜） 劝捐志愿者是一个比较陌生
的名词，但对已有 7 年志愿服务经历
的叶伟棠来说，每天主要工作就是到
各级医院和各个街道社区发放人体
器官（角膜）捐献宣传资料，并为人体
器官（角膜）捐献志愿者上门办理登
记手续。 他带领志愿者、服务队每周
定期在宁波市红十字志愿服务站、幸

福苑小区的叶伟棠工作室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为有需要的市民群众解答
有关捐献方面的知识。

此外，他还肩背登山包，手提人
体器官（角膜）捐献宣传资料，到宁波
市级医疗单位、乡镇、街道、社区、卫
生院、敬老院、颐养院等场所宣传人
体器官（角膜）捐献。 寒暑假期间，他
还组织大学生到医院门诊部、住院部
或重症监护室宣传人体器官（角膜）
捐献。 每年清明前夕，他组织志愿者
代表到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进
行祭奠，祭奠活动使许多志愿者深受
感动，纷纷加入到了人体器官（遗体、
组织）和角膜捐献的行列。 如今，在许
多医院、卫生院和敬老院，叶伟棠已
小有名气，只要他们需要器官（角膜）
捐献宣传资料时就会直接打电话找
叶伟棠。 有些身有疾患，行动不便的
老人有角膜捐献意愿时也都希望他
上门为他们服务。 曾经有位老人多次
电话咨询叶老师，叶伟棠冒着大雨来
到老人的家中，但因为这位老人还未
与子女沟通好，暴躁的儿子竟然迁怒
于叶伟棠，将他轰打出家门，并且将
叶伟棠随身携带资料的双肩包都拉
扯破了。 他冒着大雨在老人的屋檐
下，没有怨言，静静的等着，因为他一
直有一个坚持，尊重老人的意愿。 他
说：“自从当上劝捐志愿者，我走到哪

里就把宣传资料带到哪里。 我希望更
多的人了解这项造福他人的事业。 尽
管现在还有人不理解我， 甚至误解
我，但我相信坚持就是胜利，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的。 ”

宁波市从 2011 年实现第一例器
官捐献以来，每年的捐献人数呈稳步
上升趋势。 这份成绩的背后，写满了
叶伟棠以及他带领的宁波市红十字
人体器官（角膜）捐献志愿者辛勤努
力的篇章。 仅 2017 年，他带领服务队
举行了 90 余次志愿服务活动， 遍及
海曙、江东、鄞州 35 个街道社区，发
放宣传资料 10000 多份 、 宣传扇
15000 把，在他的宣传引领下，134 人

填写了人体器官（角膜）、 遗体登记
表，为推动宁波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发
挥了重要作用。

身形挺拔、声音洪亮的叶伟棠乐
观面对死亡，积极面对生活，带领着
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们， 走进社
区，还为社区居民提供修伞、理发、修
理小家电等一系列便民服务活动，旨
在拉近与居民的距离，便于更好地宣
传人体器官捐献知识。 他不忘初心，
立志要走遍宁波的各个街道和社区，
要把余生都奉献给人体器官捐献事
业，让更多的人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懂得生命的真谛，懂得付出的幸福。

陈明庭

整整 4 天， 滴滴司机孙超凡的黑
色爱车，都停在自家小区车位上。作为
滴滴五星司机的他，4 天没有出车，这
是怪事。

孙超凡的一些朋友坐不住了，一
个个电话打过去，“逼”得这位 90 后小
伙发了一条朋友圈以证自己去向。

从 2018 年 1 月初配成功到 6 月
捐献， 杭州市富阳区小伙孙超凡一个
月甩肉 12 斤， 用自己的爱和努力，为
千里之外的 28 岁白血病女孩，延续生
的希望。

一个月减重 12 斤
捐献造血干细胞

早上两个白煮蛋、中午吃鸡胸肉、
晚上蔬菜沙拉。 孙超凡吃了一个月的
减脂大餐，瘦了 12 斤，之前偏高的血
脂尿酸指标，也全部过关。

他的减重， 并非出于外形帅气的
考虑，而是缘于 4 个月前的电话。

今年1 月 12 日，孙超凡收到了来
自富阳区红十字会的电话，“有患者和
你初配成功了，对方是一名同龄女孩，
得了急性白血病。 ”

原来早在 2015 年，孙超凡在献血
时留了血样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没想到三年后，竟然有患
者与他匹配成功了。 孙超凡立即同意

进一步体检化验， 为陌生女孩捐献造
血干细胞。 孙超凡第一时间就把捐献
的决定告诉了妻子，妻子的大力支持，
给了他莫大信心。

为了捐献，去医院“扎针”成为孙
超凡做得最多的事。 除了前期的低分
辨率配置、高分辨率配型、体检等需要
抽血，6 月 25 日至 28 日，他每天都需
要打 2 次“动员针”。

6 月 29 日，孙超凡完成了造血干
细胞捐献， 从他血液中提取的造血干
细胞，搭乘飞机一路向北，给同龄女孩
带去生命的曙光。

读完高中闯社会
自力更生买房成家

“小孙为人正！ ”得知孙超凡要捐
献造血干细胞， 富阳区新桐乡新中村
村支书孙明丰发出这样的赞叹： 小孙
不容易。 一出生， 父母就离异；15 岁
前，没有见过生母，生父一直在外，跟
着爷爷奶奶生活，孙超凡从小就知道，
自己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

“懂事之后，放寒假，我住在同学
家。 半夜，同学妈妈来给我盖被子，我
才知道，自己到底少了点什么。 ”

所幸，在姑姑伯伯的关爱之下，孙
超凡心态阳光，并不愁吃穿。但读到高
中二年级，孙超凡突然选择辍学回家。

“那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不
想再靠别人了。 ”

高中都没有毕业，靠什么为生？执
拗的他，瞬间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学
生”。

“大家都怕我那时候走上歪路，都
挺担心我的，其实走上了社会，才知道
其实读书还挺重要的，所以这些年，我
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 ” 孙超凡
说。

没有高中文凭的孙超凡着实过了
一段苦日子，“我也是履历很丰富的人
了。 ”孙超凡掰着手指，说起了自己从
事的工作。

“先是在酒吧工作，然后我干过快
递，做熟练了，就承包了富阳一个区；
快递送多了，我又去淘宝店工作；现在
开着滴滴。 ”孙超凡说。

如今说来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背
后，是一段独自打拼的苦日子，但孙超
凡依旧自力更生买了房，娶了老婆，小
日子过得挺滋润， 他和老婆准备年底
要个宝宝。

反哺社会
捐满两个献血本

“其实这些年， 我都挺想做点事
情，反哺社会。 ”孙超凡也不避讳自己
的过往经历。

“我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不管是在求学路上，还是踏上社会，总
有好心人会提点我，适当的时候，做适
当的事情，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指引，我
没有走歪路，我觉得一旦我有能力回报
社会，我会义不容辞去做。 ”孙超凡说。

2015 年， 孙超凡路过献血车，看
到了不少人在献血， 他也驻足仔细看
了许久，然后他卷起袖子，每年定量去
献血 1 至 2 次， 如今孙超凡已献满两
个献血本。

“虽然，我不能专职去从事公益，
但献血是我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
又能帮助很多人的行善方式。 ”

在孙超凡的生活中， 捐献造血干
细胞只是践行了他自己的生活准则。

“能帮人，总是帮到底。 ”开滴滴这些
年，孙超凡也碰到许多“马大哈”乘客，
有时候，手机、电脑等贵重物品遗忘在
车上，孙超凡也会替他们送回去。

孙超凡对自己开车的记录很自
豪，“服务评分 100 分， 我有 98 分
呢！ ”

此事在网上也受到了一致“好
评”， 网友们纷纷为孙超凡竖起大拇
指！ 孙超凡的父亲也向他发来了一条
祝福短信：“儿子，老爸为你骄傲，好好
调养身体！ ”

柯静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
每年夏秋时节， 台风经常侵扰
我省沿海地区。 台风来袭如何
防御，使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
最低？

防御指南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

船舶应当回港避风， 加固港口
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
撞。

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
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
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
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
方， 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
安全的地方， 危房人员及时转
移。 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
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 切记
强风将会突然吹袭， 应当继续
留在安全处避风， 危房人员及
时转移。

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
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 地质灾
害。

防台措施
实时掌握： 随时收听收看

手机、广播、电视、报纸、气象网
站等刊载的有关台风的最新动
态。

检查加固：检查窗台、阳台
有没有会被风吹落的东西，有
的话一律移除； 检查空调外机

是否牢固，如有松动请加固；检
查门、窗、玻璃是否有松动或裂
痕，可贴“米”字胶布加固。

物料准备：手电、应急灯、
储备饮用水、 日常生活用品及
常用药品。

台风来袭，如果你在家，请
不要随便打开门窗， 不要在玻
璃门窗附近逗留， 贵重电器别
放窗边。

如果打雷下雨， 请切断各
类电器电源，如果房子进水，请
立刻关掉电源总开关防止漏
电。

如果驾车在外， 请尽量减
速慢行， 遇强风尽快把车停在
安全处； 在高速上请重点注意
侧风，车速过快易翻车；涉水要
匀速通过， 一旦熄火不要再次
点火启动， 尽快将车推至安全
地点；车辆尽量停放在地势高、
空旷处， 远离广告牌、 临时建
筑、枯树；进停车场要了解车库
排水设施是否完善， 以免车辆
被水淹没。

如果你要外出， 请走在空
旷处，注意头部上方情况，不要
贴着墙根走，远离临时建筑、危
房、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
等附近避雨。

如果你在野外， 请迅速找
地势低洼处卧倒， 及时减少衣
物，防止衣物鼓起被狂风刮走。

龚青云

在志愿服务道路上点亮“生命之光”
———记宁波市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叶伟棠

为救陌生女孩
90后滴滴司机 1个月减脂瘦身 12斤

7 月 3 日， 湖州市红十字会接到
一个特殊的电话，85 岁的沈玉英老人
询问如何办理遗体捐献志愿登记。“我
和我的老伴都希望百年之后， 遗体可
以用于医学研究。 ”沈玉英老人说。

7 月 4 日， 在湖州交通医院四病
区的病房里， 见到了两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 年逾九旬的张天引老先生虽然
因病重已说不清话语， 却依旧能抬手
敬军礼。 身边的沈玉英老人掏出了一
张陈旧的纸， 那是十多年前张天引亲
手书写的《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自愿将

故去后的遗体捐出，用于科学研究，这
是我作为老共产党员、 幸存下来的抗
战老战士，最终的贡献。 ”张天引老人
这样写道。

这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老人深
思熟虑后的决定。 2006 年，当时湖州
还没有开展遗体捐献志愿登记工作，
张天引老人特地跑到杭州进行登记。

受老伴的影响， 沈玉英老人也决
定加入遗体捐献的行列。 7 月 4 日下
午， 她在病床边， 一笔一划郑重填写
《中国人体器官志愿捐献登记表》，并
签下自己的姓名。

“几十年风风雨雨，枪林弹雨里都
走过来，看惯了生死，遗体捐献又算得
了多大的事。”沈玉英老人说，张天引老
人曾参与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 自己
也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走来。

在他们看来，作为老战士、老党员，
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再正常不过。“有很
多战友，都愿意捐献器官或者遗体。 ”

“本来我想身后火化，骨灰洒到江
河里，但子女都不同意，那就干脆把遗
体捐了吧。我身体还好，如果器官还有
用，可以先捐给有需要的人，剩下的交
给医学研究。 ”沈玉英老人觉得，捐献

遗体的好处是身后不给社会和子女添
麻烦，为祖国医学事业做贡献，同时也
实现了年轻时“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的诺言。

据了解，湖州市自 2012 年 9 月启
动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工作以来，已
经实现遗体捐献 20 例，还有包括张天
引、 沈玉英老人在内数百例志愿者登
记在册。“每一名捐献者都是伟大的，
都值得大众尊敬，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人能自愿成为器官和遗体捐献者，为
社会奉献一份大爱。 ”湖州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说。 叶诗蕾

曾经历战火纷飞 这对老夫妻相约献出大爱

（上接第 2 版）
今年 7 月 8 日，

有人报警称， 九华山
往七里乡邵岭村方
向， 有人摔下五六米
高的悬崖。当时，胡梦
捷正和其他救援队队
员一起在九华山进行
救援演练， 收到求助
信息后， 救援队第一
时间赶往现场。 胡梦
捷与队员一起， 简单
处理了伤者的伤势，
并用担架将伤者运送
下山。 演练变成了一
场实战。

“在救援团队中，
我感受到满满的正能
量。这两年，可以明显
感到团队正慢慢发展
壮大， 在摸索中迅速
成长，越来越规范。 ”
胡梦捷说， 团队中的
正能量驱使着她不忘
初心， 她也想影响更
多的人， 把这份正能
量传递出去。 在衢州
市中医院， 还有很多
像王文涛、 胡梦捷一
样有爱心的医务工作
者， 利用工作之余从
事公益救援工作。

衢州市红十字救
援队队长徐崇正坦
言， 红十字救援队的
最终目标很简单，就
是真正做到政府救援
力量的有力补充。 近
年来， 红十字救援队
已和公安、 消防等单
位联动， 开展多次大
型救援工作。 随着求
救信息越来越多，红
十字救援队的规模也
急需扩大， 徐崇正希
望， 救援队的规模可
以扩大到 100 位正式
成员以上， 希望越来
越多有爱心、有恒心、
有时间的志愿者可以
加入到团队中来。

据了解， 衢州市

先锋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建队以来， 共参与
公益救援及大型活动
保障任务 40 余次，出
勤 549 人次。 参与走
失人口搜寻 46 次，出
勤 323 人次。其中，千
里岗三十六湾大救
援、水门尖大救援、遂
昌苏村山体滑坡灾害
救援、 巨化大坝水上
救援等， 在当地干部
群众中产生重大影
响， 得到一致肯定和
好评。

衢
州
市
先
锋
红
十
字
救
援
队

一
个
电
话
就
能
迅
速
召
集
起
来
的
救
援
﹃
急
先
锋
﹄

叶叶伟伟棠棠（（右右二二））在在社社区区宣宣传传人人体体器器官官捐捐献献政政策策和和知知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