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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

里，42岁的皮肤科医生陈怿静静地

躺着病床上，就像睡熟了一样，病床

前年迈的父母拉着她的手泣不成

声，丈夫在一旁哽咽地望着她，拉着

她的手看了她一眼又一眼，仿佛要

把爱人的模样刻在心里面。

他们知道，这是与陈怿最后一

次见面了。再往后，就是天人永隔，

思念只能在回忆里。但陈怿留给了

这个世界一份生命礼物：肝、双肾、

角膜，它们将植入急需救治的病人

体内，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42岁女医生查房时晕倒
最终宣布脑死亡

陈怿，海宁人，嘉兴市第一医院

皮肤科医生，2001年大学毕业后进

入嘉兴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工作，在

临床工作18年的她工作勤勉负责，

性格温和，对患者也总是轻声细语、

笑容满面，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工

作者。

6 月 4 日早上 08:58，稀疏平常

的一天，陈怿在病房进行查房，突然

倒地昏迷不醒，心跳呼吸骤停，同事

们见状立即对她进行心肺复苏，10

分钟后，心跳呼吸回来了，转入ICU

救一步救治，头部 CT诊断：蛛网膜

下腔出血，血管瘤可能。当天经过

治疗后，陈怿神志转清。

6 月 13 日凌晨，陈怿再次复发

昏迷，立即进行手术，但是术后深昏

迷，抢救无效，宣布脑死亡。

器官捐献
父亲替女儿做最后的决定

做出器官捐献这个决定的，是

陈怿73岁的父亲。

这个年迈失独的老人，也是一

名医生，一直以接力他“悬壶济世”

职业的女儿为傲。如今，女儿不幸

去世，他痛定思痛，“人烧成灰什么

都没了，我跟我爱人、女婿商量了把

闺女的器官捐献，把她的器官用来

救活别人的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

种寄托和念想。”

6月14日、15日，省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和人体器官捐献评估专家两

次奔赴嘉兴市第一医院评估和确

认，最终认定陈怿符合脑死亡临床

诊断标准，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家

属获知评估结果后，再次明确表达

了器官捐献的意愿。在省、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陈怿父母

和丈夫在人体器官捐献确认书上签

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闺女六岁时就说长大后想

当医生，高考填志愿，五个志愿都是

跟医学相关，我们把她器官捐献用

来救治别人，这也是她会做的事。”

陈怿父亲说，由于陈怿母亲在工厂

做着三班倒的工作，没空带她，陈怿

就跟着父亲在医院里长大，生命大

爱、救死扶伤的奉献精神她从小耳

濡目染。陈怿还是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所以，人体器官捐献她

一定会答应。

“ 我 知 道 ，妈 妈 这 是 在 做 好

事。”13 岁的陈怿女儿得知母亲把

器官捐献给了需要的人，很懂事地

说。

她是医生
这最后一份礼物献给事业

6月17日上午10:14，陈怿被推

进嘉兴市第一医院手术室，此刻，

一场生命接力将开启。

经过 2 个多小时手术，浙医一

院的医生获取了陈怿的角膜、肝

脏、肾脏，他们将这些珍贵的器官小

心翼翼地存放在组织保存液中。

当天下午，热爱医学的陈怿留给

这个世界的生命礼物，成功的移植给

了1位肝脏移植等待患者和2位肾衰

竭患者。6月 18日，陈怿捐献的 1只

角膜成功移植给了一位20多岁的角

膜病患者。

42岁的陈怿正值职业的黄金时

期，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工作上，她

兢兢业业，处处为患者着想，把大量时

间、精力用在挽救病人上，而在她因意

外走到生命尽头，她毫无保留把自己

最珍贵的东西捐献给患者，她留给世

人的，是对患者最至高无上的大爱。

金丽娜 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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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沈先生带着9岁的女儿小

雅琪来到湖州市红十字会，感谢帮

助过他们的湖州市红十字会及中源

协和浙江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一年前，患有急性白血病的小雅琪

病情再次复发，如今小雅琪已经康

复，脸上洋溢着天真灿烂的笑容。

6年两次发病
全家倾尽心力

2013年3月，年仅3周岁的小雅

琪连续三天发烧，经过详细检查，被

确诊为急性白血病M5，是急性白血

病里相对严重的一种。妈妈拿着化

验单直掉眼泪，虽然她是一名护士，

但也差点被这个噩耗击垮，原本平

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之后，小雅琪的爸妈带着孩子

来到省儿保做化疗，一呆就是大半

年。妈妈在医院陪护，爸爸奔波在

出租房和医院之间，料理一家人的

三餐起居。

经过 8 个疗程的化疗，花费了

20 多万元，小雅琪体内的癌细胞被

清除了，医生说只要 5年内不复发，

基本上就算痊愈了。4岁那年，小雅

琪的弟弟出生了，一家人都在祈祷

能顺利度过5年的关口。

“眼看着还有半年，就要到 5年

的期限了，可还是复发了。”沈先生

回忆去年5月，一场流感后小雅琪淋

巴肿的跟鸡蛋一样大，在医院住了

一个月，最后白血病还是再次复发。

再次治疗遇阻
多方施以援手

小雅琪之前经过化疗，对药物

有了抗药性，最好的治疗办法是移

植造血干细胞。

虽然弟弟出生时有保存脐带

血，但复发后移植手术，用亲属的造

血干细胞并不是最佳方案。而且移

植有一定的危险性，移植不成功孩

子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并且移植还

需要一大笔费用。

父爱大如天，加上当兵养成的

坚强个性，沈先生很快下定了决

心，即使是借钱也要给孩子治病。

很快他们找到了安徽省立医院，主

治医生替他们向中华骨髓库提出

了申请，并联系了协和脐带血造血

干细胞库，终于在公益造血干细胞

库中找到了适合移植的造血干细

胞。很快，小雅琪就被安排进入无

菌仓，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了解到小雅琪的家庭困难情

况，并且符合16岁以下救助年龄，湖

州市红十字会就启动了协和博爱基

金。同时，还帮助小雅琪申请了中

国红十字总会的小天使基金，向小

雅琪这样14岁以下接受移植手术的

困难家庭，可以给予5万元的补助。

送锦旗致谢
父女俩要当志愿者

2018 年 6 月 20 日，小雅琪把它

当做自己的第二个生日。当天，在

无菌仓里待了 36 天小雅琪顺利出

仓，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此后

的检查各项指标也非常稳定。现

在，小雅琪已经回到家中休养，身

体正在逐渐恢复，下半年就能回归

校园。

治病的过程也是一个考验意

志的过程，小雅琪能康复的最关键

是精神上的不放弃。现在女儿康

复了，一家人又恢复了以往的快

乐，但一想到还有许多有着相同遭

遇的人正在受着苦难，沈先生想成

为一名志愿者去帮助他们。通过

小雅琪康复的病例，鼓励那些患病

儿童的父母，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和支持。

“你愿意去帮助那些当时和你

在一个病房里的小朋友吗？”爸爸询

问女儿，小雅琪洋溢着治愈般得笑

容说：“当然愿意啊！”

顾宇雯

百 姓 故 事

多方伸援手 白血病患儿重获新生

救 护 知 识

遭遇暴雨洪灾该如何自救？
我省6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梅

雨季节，7 月中旬至 9 月的台风季

节，都易暴发洪灾，致使农田受淹，

村庄被冲，房屋倒塌，财产受损，甚

至造成人员伤亡。洪涝来了该如

何自救？

1.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

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

2.可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

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等进行防

护。

3. 就近迅速向山坡、高地、避

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

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地方暂

避。

4.如洪水继续上涨，则要充分

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

迅速找一些门板等能漂浮的材料

扎成小筏子逃生。

5.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

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6.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

低垂或断折，切不可触摸或接近，

防止触电。

6 月 21 日，刘常彬在省中医院

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完成了造血干

细胞捐献，为一名陌生的白血病患

者送去了生的希望，成为全省第486

位、杭州市西湖区第 11位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这位曾经的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在职期间悄悄地签下了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同意书，如今终于等

到兑现诺言的一天。

四年前一次偶遇
让他埋下爱心种子

四年前，刘常彬加入了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那时他进

入省红十字会协助宣传传播工作刚

满一年，还是个“新兵蛋子”。

一次工作上偶遇，使他产生了

加入捐献者行列的念头。那天他在

单位楼梯上碰到一个来交小天使

（基金）资料的中年妇女，神情很是

憔悴，她眼中呼之欲出的心酸和苦

楚，让刘常彬做了一个决定——成

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5 年 4 月 26 日，他特意跑去

武林门码头的献血车上留了血样，

拿着那张薄薄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入

库荣誉证书，他笑着拍了一张合影，

了却一桩心事。

怕父母担心
他说“只捐二两”

四年时间过得飞快，他也离开

了省红十字会，来到西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当接到西湖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初配成功的电话时，

他说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6 月 17 日，刘常彬入院注射动

员剂。一针动员剂打完，他和我们

说起和父母解释造干捐献的细节，

为人父母，最在乎孩子的身体健康，

刘常彬在电话里告诉远在山东的父

母，捐献造干就和献血差不多。刘

妈妈很是心疼，”献血的针这么粗，

你要抽多少啊“，怕父母担心，刘常

彬一本正经地瞎说，”不多，就你们

平时喝白酒的杯子一杯，二两”。

一听这话，刘妈妈又为患者着急了，

“这么点能救人吗”，“我父母都是农

民，说的专业了也不明白，我跟妈

说，这细胞繁殖就跟你养猪一样，大

猪生小猪很快就满圈了。”这个接地

气的比喻，把周围一群人笑到不行。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6 月 21 日上午 9 点，采集正式

开始。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采集，成

功分离出 264 毫升的造干混悬液，

护送人员小心将这袋生命的种子装

进保温盒，即刻前往上海，那边，一

位白血病少年正躺在病床上等待

着。

拆开患者写的感谢信，刘常彬

身体上连日注射动员剂和采集的不

适感都被患者即将获得新生的喜悦

冲淡了。信里写道：“我知道这封感

谢信与您对我的救命之恩相比微不

足道，但正是您的善良给予我活下

去的希望，我和我的家人非常感谢

您无私的帮助……”

“我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享受

生活，享受生命，好好照顾在他患病

期间，躲在无人角落流泪最多的父

母”，刘常彬说。

何佳妮

曾经的红会同志“变身”生命战士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红十字人的奉献精神

（紧接第 1 版）不断破解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确保主题教育见实效、管长远。

为切实抓好主题教育，省红十字会成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由会党组

书记任组长、会党组成员任副组长、各处室单位

负责人为组员。及时传达中央、省委的要求和指

示精神，及时研究重大问题，把握主题教育的节

奏和进度，确保主题教育工作按计划顺利推进。

根据红十字会工作实际，会党组研究决定，本次

专题教育重点实施“四个五”活动、做好“十项”

工作，即开展“五个专题”学习教育、确定“五个

课题”调查研究、组织“五个活动”检视存在问

题、列出“五张清单”抓好整改落实，统筹“十项

工作”进行协调推动，确保主题教育工作取得实

效。

陶竞强调，这次主题教育工作，要求高、标准

严、任务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

感，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稳步推进；要讲究工作

方法，创新工作形式，不断丰富主题教育的内容；

要严格工作标准，从严督促指导，落实好主题教

育的各项任务；要加强舆论宣传，讲好红十字故

事，传播社会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尚清组长指出，省红十字会党组对主题教育

非常重视，组建了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制定了具

体实施方案。陶竞同志的讲话结合实际，对全体

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

和落实了中央和省委精神。指导组将按照省委

要求，认真做好巡回指导工作，参加重要的主题

活动，了解省红十字会党组班子成员的政治建设

情况和政治素质表现，参与检视问题全过程，总

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与省红十字会党组一起

切实开展好主题教育。

尚清组长强调，省红十字会要从“三地三走”

的政治高度，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将其作为最突出的主线，学深悟透，落实到主题教育

全过程各方面。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

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

地，省红十字会要充分发挥“三个地”的优势，深入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对本系统的指示要求，实现学习贯彻伟大思

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要把握“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12字总要求，坚守初心、永葆本色，勇

担使命、走在前列，常找差距、敢于亮剑，狠抓落实、取信

于民，为当前浙江和红十字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大的

动力。要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穿始终，学做结合，查改贯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

自觉，以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要加强领导，抓好结

合，务求实效，确保主题教育扎扎实实取得实效。

省委第十二巡回指导组成员出席会议，省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何乐琴、佘新荷，会机关、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

部、老同志代表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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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黄元龙在讲话中强调，高校红十字会是红十

字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成员单位要以

饱满炽热的改革精神和热情，抓好高校红十字青

少年工作。

一是要讲清说透红十字精神，讲到学生心坎

里，以红十字运动的先进文化和崇高精神引领人；

二是要组织开展“国际人道法”宣传教育，在青年一

代心中播撒和平的种子，引导他们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三是探索毕业证和应急救护证“双

证”制度，鼓励倡导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掌握一

项守护生命的技能；四是要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

切实发挥高校的师资力量优势，为推进红十字文

化建设作贡献；五是要加强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

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基础。

会议部署了下半年高校红十字会工作，一是

组织实施新一轮红十字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二

是举办大学生骨干训练营；三是举办“探索人道法”

项目师资培训班；四是举办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

五是继续开展“红十字点亮青春高校行”活动。

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浙

江海洋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5所高校红十字会的

相关负责人，分别作了经验分享。

省卫健委、团省委、省红十字会相关处室、单

位负责人和省红十字会高工委成员单位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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