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你们一家人的善举，帮助
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人。”近日，宁
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箭港湖社区和
镇海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
到辖区居民姚建波家中，为其一家
三口送来遗体捐赠志愿者身份 ID
卡和鲜花，点赞他们的大爱精神。

今年 48 岁的姚建波是一名社
区工作者，他们之所以会加入到捐
献遗体志愿者队伍来，是因为受到
了女儿的影响。

姚建波的女儿王雨倩是一名大
三学生，就读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专业的关系让
她接触到很多特殊的孩子，她认为，
生而为人，这些特殊的孩子们也应
该有平等的机会去享受普通人的生
活。而正因这样的学习经历，让她
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深刻。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拥有完
整的生命，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应
该将这份‘幸运’传递下去，尽可能
地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学
校里，王雨倩经常会参加一些志愿
活动，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

3月份的某一天，王雨倩刷朋友
圈，偶然间看到一个同学转发了“遗
体捐赠”的相关链接，这让她突然想
起了高中时期捐献遗体的念头。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了捐献遗
体的念头，那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
江苏的一个女孩去世后捐献了自己
的六个器官，挽救了六个陌生人的生
命。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成年，思想还
不够成熟，也就是一个瞬间的念头，
没有深入地去思考。现在我长大了，
有做决定的能力了，于是我就马上点
进链接报名了。”王雨倩说。

提交完遗体捐献的报名表后，
王雨倩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父母，担
心父母会反对。后来，王雨倩思来
想去，还是觉得应该把这个充满爱
心的决定告诉父母，于是在与妈妈
一起散步的时候，向妈妈讲述了自
己报名遗体捐献的事情。

“当时我女儿跟我说了这件事
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很好啊，妈妈
支持你。’”姚建波告诉工作人员，自
己的思想比较前卫，之前也听说过
遗体捐献，但是不知道怎么个流程，

这次知道女儿报名了，自己也一起
加入了。

回家后，姚建波又把老公也拉
进了爱心队伍，一家三口集体签下
遗体捐献志愿书。

“我和丈夫平时就跟女儿人说，
哪怕我们不在了，也想多看看祖国
的大好河山，最好能让我们的各部
分都存活在世界上，所以说把遗体
捐赠出去的话能帮助更多的人，看

到生命在延续，也能让生命走得更
远，更长。生命平等，我们愿用爱与
奉献延续它。”姚建波说。

“这么年轻的一家三口一同报
名志愿捐献遗体的事例在当地很罕
见。他们一家三口人的奉献精神令
人感动。”箭港湖社区工作人员说，
无论是捐献遗体还是做志愿者，都
是造福社会的善举。

颜宁 郭力

今年 50岁的胡闰华走了，这一
生也定格于此。她生前决定把遗体
捐给浙大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家
人帮她实现了心愿。胡闰华是富阳
第 14 位遗体捐献者，在她的影响
下，小女儿高楚也签订了器官捐献
协议。

离婚后，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
打拼，生活真的不易

10多年前，胡闰华与丈夫离婚，
大女儿归她抚养，小女儿归丈夫抚
养。为了养活自己与女儿，她选择
离开万市镇平山村老家，来到富阳
城区打工。彼时，她当过茶馆洗碗
工、保险公司销售员、物业公司保
安，只要能赚钱，她什么都做，甚至
同时打几份工。直到2011年12月，
胡闰华才算稳定下来，进入天意物
业，成为清风万和苑的一名女保安。
前些年她把小女儿也接到身边照
顾，母女三人就租住在清风万和苑
附近的一间民房。

在小女儿高楚眼中，妈妈极尽节
约：整年看不到买一件新衣服；买东

西讲价会讲到老板无法坚持自己的
立场；家里几乎没有扔掉的废品，所
有用剩的东西都可变废为宝。

经年累月，胡闰华除抚养两个
女儿外，攒下了 30 多万元，2016 年
在春华村买了一套顶楼的房子。
2018年，眼见着大女儿将要工作、小
女儿也要读大学，原本以为日子快
苦尽甘来了，可一阵阵腹痛改变了
幸福来临的轨道。

在区中医院住院检查后，医生
建议她到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和
治疗。那份确诊报告单像是一份死
亡宣告书——输卵管癌晚期。高楚
说，妈妈不像其他癌症患者那样害
怕与恐惧，她坦然地接受了命运。

“2016年，她就通过富阳区红十字会
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生死早已看
开。”此时，她的生存欲望都来自两
个女儿，不能让她们再次没有了家。
买房已用完了家中所有积蓄，走投
无路的胡闰华不得已在某平台发起
了筹款。10个小时，筹到了10多万
元，这远远超出了她的预估。妹妹
胡群华说，姐姐什么都怕多，连钱都

怕多，想着一个普通人一下子能筹
到这么多钱，心里很不安，就想着提
早结束筹款。

她在临走前多次交代，要在第
一时间联系浙大医学院

筹得 10多万元善款，胡闰华开
始接受治疗，开刀、化疗、放疗，一个
疗程结束，她的脸上失去了原先的
精气神。妹妹胡群华说，只要姐姐
身体还行，就会独自一人在杭州住
院治疗，其他人去了，她就要赶他们
回家。胡群华知道拗不过姐姐，就
隔三差五烧些好吃的托人带过去。

艰难熬过了一个治疗疗程，
2019 年 3 月，胡闰华的输卵管癌复
发了，且转移到淋巴上。之后，她便
不愿再接受正规治疗。妹妹胡群华
知道她的心思，她是怕大家被拖累，
最后人财两空。

治疗很痛苦，但这期间也有开
心的事发生，一件是小女儿高楚考
上了湖州师范学院护理专业，另一
件是大女儿结婚了。小女儿高楚
说，护理专业是她心仪已久的专业，

就是觉得能直接帮助别人，为别人
健康服务很有意义。

今年 5 月 22 日，胡闰华走了。
身后事，她在临走前多次交代，要在
第一时间联系浙大医学院。5月 24
日下午，浙大医学院接走了她的遗
体。在离开的那一刻，高楚向工作
人员说道，“请好好对待我的妈妈”。

对别人愿意付出所有，却从不
愿麻烦别人

孝顺、坚韧、豁达、无私、善良
……胡闰华身边的亲朋好友这么评
价她。可她也有一个最大的“缺
点”，就是怕麻烦别人。

临终前，她说，捐献的遗体不用
再领回，由国家统一处理，不要浪费
一块土地安放自己。她说，遗体带走
后，请女儿与妹妹把一楼到七楼的楼
梯与扶手都擦干净，不要给上下邻居
添麻烦。她说，谢谢这辈子关心过
她、帮助过她、给过她温暖的人，尽管
还不了大家的恩情，但她可以带着这
份善意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周晓露

百 姓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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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晚上 8 时许，东阳
市农商银行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队员马立强等人，在城东街道
东屏村的后山上成功找到了走
失 6 个小时的九旬老人，所幸
当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救援
队员抬着担架、打着雨伞将老
人送回家中。

事情还要从 4 日下午 5 点
说起，救援队接到老人家属的
求助电话：城东街道东屏村一
位 97 岁的老奶奶，当天下午 2
点左右，独自上山采摘野菜一
直未归。接到求助后，救援队
迅速发布出勤通知，许多队员
没顾上吃晚饭，立即赶往事发
现场。

“接到通知后，我和南马附
近的几位队友立即驾车往赶东
屏村附近，当时雨下得很大，我
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
间到达东屏村，从其家人处了解

到，老人身体一直比较健朗，当
天下午 2 点左右独自上山采摘
野菜，家人和村民在山上搜寻一
圈没找到，才向救援队求助。”救
援队秘书长陈晓晗说。

了解相关情况后，陈晓晗
迅速将 20 多名队员分成 5 组，
对目标区域进行网格化搜寻。
当时，天一直在下雨，天色也渐
暗，考虑老人年事已高，担心其
在山上发生意外，各搜救组多
带了一个急救包和后勤补给物
品，冒雨上山开展搜救。“我和
马立正、徐宝良等人沿着山路
一起寻找，走了很远，发现一条
简易的隧道，考虑到老人会可
能在隧道里避雨，大家一直走
到隧道另一头，却没发现老人
踪影，正打算往回搜寻。此时，
马立正在隧道口附近发现几根
采摘下来的苦麻菜，以此为线
索，继续向前搜寻，果然发现一
名老人正坐在路边休息，经确
认正在是失联的王奶奶。”救援
队员马立强说道。

救援队员发现老人身上已
被雨水淋湿，体力已经不支，但
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就先给老
人喝了点热水，并立即向指挥
部报告，其他搜救组的队员收
到消息后陆续赶来支援。在队
员的保护和帮助下，老人被安
全地送回家中。

万伟刚

老人上山走失
红十字救援队连夜成功搜救

健 康 知 识

高血压患者如何安然度夏？

夏季，高血压患者自身血
压波动性较大，增加了发生
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正因
如此，夏季往往是高血压病
情 加 重 或 并 发 症 高 发 的 季
节。

高血压患者到底该如何
安然度夏？

一、勤测血压
如果家中有高血压的患

者，那么在生活中一定要多
加注意，要备有血压仪测量
血压，随时关注血压情况，掌
控血压变动情况，出现状况
的时候可以自我控制，或及
时去医院就诊。

二、科学饮食和运动
低盐低脂饮食，每餐七或

八分饱，多食蔬菜，多饮水，戒
烟限酒。适量运动，可选择早
上或傍晚运动，避免剧烈运
动。控制体重，避免超重或肥
胖，保持心情舒畅。

三、遵医嘱科学调整用药
夏季天气炎热，一方面睡

眠质量下降，夜间血压升高的

现象不在少数。另一方面，由
于家中空调广泛使用，人体周
围的温度变化大，容易导致血
压大幅度波动，引起高血压并
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此时，如果高血压患者随
意停药，同样会诱发心脑血管
疾病而危及生命。由于每个
人对血压升高的耐受性不同，
用药一定要因人而异，决不可
一律照搬别人的经验，套用别
人的处方。

治疗原则首选长效降压
药，可使24小时内血压保持稳
定，能更好地控制夜间血压，
长期达标，从而减少心脑血管
病的发生，当然也要遵循个体
化治疗原则。同时，高血压患
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调
整用药。

24 小时平稳控制血压尤
其是夜间血压是夏季血压管
理的关键。夏季血压控制比
冬季更容易实现，所以夏季高
血压患者坚持服用降压药非
常重要。

中 暑 急 救 知 识 指 南

中暑是指人体在高温烈
日下，引起体温调节功能紊
乱、散热机能发生障碍，致使
热能积累所致的以高热、无汗
及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主
的综合征。日常生活中，中暑
病死率可高达20%-70%，所以
在炎热的夏季，人们更需要积
极防治中暑。

中暑多易在高温、高湿、
风速小的环境下发生。据研
究，连续三天平均气温超过 30
摄氏度和相对湿度大于 73%
时最易发生中暑。要注意有
时虽然气温不高，湿度不大，
但由于环境通风较差，也容易
发生中暑。

容易中暑的体质大多数
为缺乏体育锻炼、睡眠不足、
饮酒、饥饿以及突然进入旅
游热区和高温环境。部分有
散热障碍的也容易中暑，如
过度肥胖，穿紧身、透气性差
的衣裤，先天性汗腺缺乏症
以及服用抗抑郁药物等等，
都是容易导致中暑的重要因
素。

当有人中暑时，需迅速将
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干爽
的地方，使其平卧并解开衣

扣，松开或脱去衣服，如衣服
被汗水湿透应更换衣服。

患者头部可捂上冷毛巾，
可用 50% 酒精、白酒、冰水或
冷水进行全身擦浴，然后用扇
或电扇吹风，加速散热。有条
件的也可以用降温毯给予降
温。但不要快速降低患者体
温，当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
时，要停止一切冷敷等强降温
措施。

患者仍有意识时，可给一
些清凉饮料，在补充水分时，
可加入少量盐或小苏打水。
但千万不可急于补充大量水
分，否则，会引起呕吐、腹痛、
恶心等症状。

若病人已失去知觉，可指
掐人中、合谷等穴，使其苏醒。
若呼吸停止，应立即实施人工
呼吸。

对于重症中暑病人，必须
立 即 送 医 诊 治 。 搬 运 病 人
时，应用担架运送，不可使患
者步行，同时运送途中要注
意，尽可能地用冰袋敷于病
人额头、枕后、胸口、肘窝及
大腿根部，积极进行物理降
温，以保护大脑、心脏等重要
脏器。

6月9日，历经3个多小时，赵国
信书记成功捐献 176毫升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成为我省第 572 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坚定地选择先救命

他是一个村的党总支副书记，
原本村里“五星 3A”评比正进入收
尾阶段，刚好是他正忙的时候。一
边是忙碌的“五星达标，3A争创”工
作，一边是岌岌可危的生命呼唤，赵
书记坚定地选择先挽救生命。

回想6月4日，赵书记坦言：“救
人命的事，拼命也值得！”当天傍晚，
正在进行村容环境整治工作的他，
突然接到了诸暨市红十字会的电
话：“是赵国信吗？和您配对成功的
男孩病情突然发生变化，情况非常
危急，需要您马上捐献，请问方便
吗？”

人命关天！赵书记没有丝毫犹
豫：“方便，我这就出发去杭州！”放
下电话后，他只拿了一张身份证，就
直接前往杭州，当晚就住进了省中
医院，开始捐献前的准备。

据了解，之前有另一位志愿者
与男孩的造血干细胞配对成功，由
于疫情原因，无法捐献。但男孩病
情刻不容缓，马上就要到移植手术

的最后期限了，赵书记临危救命。

无偿献血长达15年

他从 2005 年开始参与无偿献
血，至今已长达 15 年之久，也曾多
次帮助生活有困难的群众。

2017年2月8日，在一次无偿献
血活动中，他了解到关于造血干细
胞捐献方面的知识，随即加入了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从那
时起，他就盼着成功捐献的那一天。

去年 12月，赵书记接到省红十
字会的通知，得知他和一位身患血
液病的男孩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
时，他就非常激动。

今年 5 月，他通过高分辨和体
检。“我当时还以为会等很久，没想
到会这么紧急。”赵书记说，希望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能够重新点亮那位
男孩的生命之光！

让更多人加入爱心事业

村干部的工作非常繁忙琐碎，3
年多来，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发生了
很多改变，乡风文明不断推进，文化
长廊、文化礼堂先后落成；村容村貌
持续改善，曾经的臭水沟成了清水

潭，垃圾场成了体育公园，该村成为
当地闻名的和美乡村。疫情防控期
间，赵书记更是连续两个月坚守在
抗“疫”一线。他也被村民们称为

“拼命书记”。
采集完造血干细胞，赵书记想

着村子里还有好多事，就急着想回
家，在医生劝阻下，他才答应留在
医院休养。他表示，等这次回去
后，要把捐献的体验告诉村民们，
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爱心事
业中来。 王晨辉

““救人命的事救人命的事，，拼命也值得拼命也值得””

用爱与奉献延续生命——

一家三口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

讲红十字好故事 传人道正能量

“红十字感动人物”爱心事迹展播

她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唯一能做的是捐献遗体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