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无知不
觉中，从 1998 年秋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到现在，与“无偿献血”结缘已
有二十余年。从原先的手写无偿献
血证、机打证书到现在的电子证书，
从固定血站、流动献血点到现在的
智慧献血屋，无偿献血成为这个时
代飞速发展的生动缩影，也记录了
自己从“精神小伙”到“初为人父”再
到“二娃奶爸”的成长经历。

学生时期
参加献血是一份“特权”

1998 年 9 月，我在医学院读大
二。开学后不久，作为班长的我，
从学校年级辅导员刘苏杭老师那
里领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学校
红十字会将组织无偿献血活动，让
我组织动员同学们积极参加。

填表、体检、化验、献血 ...... 我
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无偿献血。当时，很多同学第一时
间和家人沟通了自己要报名参加无
偿献血的事情，一时间“红桃 K”口
服液、红枣、红糖等营养品纷纷寄到
学校。当得知我和团支书已经献完
血后，这一大堆营养品也“悄无声
息”地出现在我的床头。每当回想
起这件事，依旧心怀感恩。

成为医生
参加献血是一份“责任”

医学院毕业后，我顺利成为一
名外科医生。职业的原因，让我对
无偿献血所传递的那份生的希望有
了更深刻的印象。

2005 年的一天，我们收治了一
名高龄胃出血患者李大伯，当时病
人身体很虚弱、病情危重，需要尽
快做手术。医院血库备血紧张，李
大伯的子女也不在身边，老伴的年
纪根本不适合献血。一边是万分
焦急的家属，一边是情况紧急的病
情，当时我下意识地对家属说：“阿
姨 ，您 不 用 着 急 ，血 我 们 来 想 办
法！”当天，我献了 400毫升全血，献
完血后就直接上手术台为李大伯
做手术。由于手术及时，患者愈后
恢复地很好。

现在的我已经记不清为患者
献血了多少次，但“我可以救出更
多”也成为了我十年从医经历中自
觉恪守的工作理念和行为准则。

作为红会人
参加献血更是一种“情怀”

2009年，通过公务员招考，我成
为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的一员。
工作场景从无影灯下手术台边变成
了窗明几净的办公桌，身份从无偿
献血“参与者”变成了无偿献血的

“组织者”，对无偿献血事业也从“职
责”上升为“情怀”。

围绕“无偿献血参与者”这个最
为关键要素，我和团队进行了广泛
地走访调研：纸质无偿献血证书不
易保存，是否能将无偿献血免费乘
坐公共交通的功能绑定在市民卡
中，能否在商场等地建立氛围轻松
的无偿献血点等一大批意见建议被
收集上来。

在省、市、区红十字会的悉心

指导和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一系列“升级版”举措应运而生：
2016 年，江干区无偿献血应急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262 名医疗系统
志愿者“时刻准备着”撸起袖子奉
献爱心；2017 年 9 月，全国首个区
级《关于推进红十字关爱生命工作
的指导意见》正式实施，对无偿献
血捐献者综合褒奖激励政策以区
政府文件形式予以明确；2018 年，
无偿献血电子证书上线，整合了免
费公共交通等功能；2019 年，江干
区在地铁等人流密集地区投放 12
块无偿献血公益宣传画；2020 年 7
月，全市首个智慧献血屋落户江干
区天虹购物商场。

在浙江，身份证读卡就能完成
无偿献血信息录入，不再需要填写

冗长的纸质表格，支付宝小程序也
能便捷查询各类无偿献血信息；在
杭州，一张小小的市民卡为无偿献
血荣誉证书获得者集成了就医、公
共交通、公园、剧场优惠减免权益；
在江干，在商场购物间隙，您可以到

“无偿献血智慧小屋”逛逛，与智能
机器人“阿布”来一场“亲密接触”，
在一体式服务机上实时打印自己无
偿献血时的“高光时刻”。“越来越
好、越来越便捷”成为广大无偿献血
参与者和我最深的感受。

苔花如米小、也作牡丹开，我
相信，在志愿者们的默默付出和社
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无偿献血这
项人道主义事业的明天一定会更
美好！

王晨

志 愿 者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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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啦 这些知识你必备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期
间哪些人群更需要特殊关注？

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
和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脑
中风、冠心病等）、呼吸系统疾
病等慢病患者以及长时间在
户外工作或活动的人群，容易
受到寒冷天气影响，需要特殊
关注。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的
敏感性疾病有哪些？

（1）心脑血管疾病：低温
刺激会使血管收缩、血压升
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血液
黏稠度增高促使血栓形成，因
此环境温度的骤变会加重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病情，导致
高血压患者血压急剧上升而
发生脑卒中；也可诱发冠状动
脉痉挛而导致心肌梗死。

（2）呼吸系统疾病：冷空气
可使鼻咽部的局部粘膜变得干
燥，以致发生细小破裂，病毒、
细菌容易乘虚而入，造成呼吸
道疾病高发。气温骤降可以诱
发哮喘等疾病的加重。

（3）其他疾病：长时间在
寒冷地带工作、生活或气温骤
降期间长时间在室外工作和
活动的人群, 容易引起冻伤、
腰腿痛和风湿性疾病病情加
重；对孕妇和胎儿也会造成不
良影响。

不同地区的居民如何应
对寒冷天气和气温骤降？

南方地区居民由于没有
保暖措施，防寒意识较差，容
易出现冻伤，甚至冻死事件，
应关注天气预报，及时购置衣
物及保暖用品用具，相关机构
也应宣传健康防护知识。

北方地区居民虽然有相
关保暖设施，但寒潮来临气温
骤降时应进一步加强保暖防
护，同时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极寒地区居民关注天气
预报，注意室内和自身保暖，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提前储备
足够的保暖物品和食物，尽量

不要外出。
脆弱人群对寒冷天气风

险感知能力差，如何应对？
寒冷天气（寒潮）会对人

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
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心
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脆弱人群。但这些脆弱人群，
对于寒潮风险的认识并不高，
自身防护意识不强，在寒潮来
临前或寒潮期间，应加强对脆
弱人群寒潮风险的科普宣传，
提高脆弱人群自我防护意识。
例如关注寒潮来临前的预警，
注意根据温度变化，加强室内
和自身保暖等。

寒冷天气下出现身体不
适时怎么办？

寒潮期间居民出现身体
不适，尤其是老年人、孕产妇、
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病人、呼吸
系统病人等慢性病患者等脆
弱人群身体出现不适，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如有公共卫生
和健康方面的问题需咨询，可
拨 打 公 共 卫 生 热 线 电 话
12320。

寒潮天气或气温骤降时
有哪些防护措施？

（1）当气温发生骤降时，
要注意添衣保暖，特别是要注
意手、脸的保暖。

（2）关好门窗，固紧室外
搭建物。

（3）外出当心路滑跌倒。
（4）老年人、孕产妇、婴幼

儿和心脑血管病人、呼吸系统
病人等慢性病患者应注意保
暖，加强营养，适度锻炼，减少
外出。

（5）注意休息，不要过度
疲劳。

（6）采用煤炉取暖的家庭
要提防煤气中毒。

（7）大风天气，外出注意
高空坠物。

（8）关注天气预报，关注
相关部门发布的寒潮消息或
警报。

红十字北斗救援队深夜救援

12 月 6 日，临安区潜川镇
麻车埠白马寺新居民秦某某，
傍晚发现朋友上山还没回家，
就联系朋友王某安，王某安说
在山上找不到路手机快没电
了，六点左右再次联系说马上
回家，可王某安一直到晚上 9
点还是没回家，电话处于关机
状态，秦先生觉得事情不妙就
报警。北斗於潜中队接警后
马上组织队员搜寻，由于区域
过大搜寻队员不够，晚上11点
临时指挥部於潜中队请求支
援，大队部马上组织11名队员
赶往白马寺。

凌晨 0 点 30 分，上山几组
队员下山汇总情况。凌晨 1
点，指挥部再次分 3 组队员搜
寻。凌晨 1 点 30 分，指挥部收
到对讲机传来人已经找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徒步下山，
队员们终于将王某安带到指
挥部。

历时六个多小时，临安红
十字北斗救援队的队员们从
深夜九点出发至凌晨三点多
不间断努力，成功搜救潜川镇
麻车埠村白龙寺走失山间的
王某安。

李小群

女子山中被困
温州市红十字海鹰救援队紧急救援

12月20日晚上19时50分
许，温州市红十字海鹰救援队
值班室接 110 指令，称一女子
在独自穿越三江至乌牛东蒙
山时迷失方向，无法走出，现
又冷又饿，急需救援。

接警后，红十字海鹰救援
队队长章国和立即部署施救
方案，命海鹰突击队队长朱胜
利带队，组织 6 名突击队员携
带防寒服、水、食物和救援装
备快速出动施救。

当时山上气温已接近0度，
队员们迎着寒风，用经纬度定

位锁定目标，分两组进行包围
式搜索，23时许，终于在一处丛
林中找到了该女子。当时女子
腿部受了点伤，加上饥寒交迫
有点体力不支，其他并无大碍。

在女子裹上队员为其准
备的防寒服，吃了点食物稍作
休息后，队员们见女子受伤的
脚不好走路，便轮流背着她下
山，想让她尽快见到焦急等待
的亲属。

历经 3 个多小时，海鹰队
员圆满完成救援任务。

金小智

我的无偿献血“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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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这对因疾病而遭罪的孩
子，想想为孩子操碎心的父母，我献
这点造血干细胞算什么。希望我的
造血干细胞能帮助孩子，让她们早
日康复。”

12 月 8 日，余姚裘先生在宁波
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为一对双
胞胎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宁波市
第113例、我省第635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据了解，受捐者为双胞胎
的情况属于全省首例。

裘先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农村
基层工作，现是一名劳保协管员。
熟悉裘先生的人都说，他是一位热
心人。工作中，裘先生用心用情为
村民服务，他会花大量时间陪伴村
里的独居老人，为了让老人们学会
智能手机办理业务，他还一家一户
地上门，并手把手地教。平时，裘先
生也经常参与公益活动，并每年坚
持无偿献血。

2017 年 5 月，裘先生在乡镇的
组织动员下，主动报名参与血液采
样，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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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他的造血干细
胞与一对 3岁患地中海贫血的双胞
胎患儿初配成功。2020 年 1 月中
旬，他顺利通过高分辨配型，并于 9
月完成体检。12 月 4 日上午，裘先
生入住采集医院，正式进入捐献流
程。

“当时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
我说初配成功，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无损自己的健康，又能挽救生命，是
多好的事呀！”躺着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裘先生回忆说，声音洪亮爽朗，

“非亲属之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对成
功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而与我配对
成功的竟然是一对双胞胎，我太珍
惜这次机会了。”本就不喝酒、不抽
烟的裘先生，比以往更注意饮食和
睡眠，希望早日给双胞胎输送高质
量的“生命种子”，重燃生命希望。

裘先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18
个月大。“女儿有个感冒发烧，我都
会很担心。将心比心，那对孩子的
父母肯定为生病的孩子操碎心了。”

裘先生说，高配成功后，他心心念念
牵挂着孩子，生怕孩子扛不住。可
是受疫情影响，迟迟没等来捐献的
通知。他好几次打电话，询问红十
字会的工作人员，得知孩子这病是
慢性病，身体也还能扛得住，他这才
放下心来。

“我父母、媳妇都很支持我。”裘

先生说，“刚开始，家人还以为要抽
骨髓，后来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就
像献血一样，无损健康，就都支持我
了。”“捐献成功后，两个孩子身上就
会流淌着和我一样的血液！我一下
子多出了两个儿女，希望两个孩子
都能早日康复！”裘先生说着，难掩
激动的心情。 王艳波

余姚好人为双胞胎捐献造血干细胞

提起温岭的传统小吃，香软可口
的“温岭圆”是很多人的大爱，但经常
有老年人在食用时会不小心噎住，一
旦处理不当，甚至有生命危险。

近日，刚吃完午饭的冯丽娜站
在家门口稍作休息，突然听到隔壁
房间里传来一阵紧急的救命声，她
赶紧冲了进去。

冯丽娜一进去就看到一位阿婆
瘫坐在椅子上，眼翻白，鼻翼发紫。
阿婆女儿在旁边惊慌失措。

阿婆今年 90多岁，平时都是一
个人住，当天中午她女儿特意做了

“温岭圆”送过来给她吃，谁想到还
没吃几口，阿婆就噎住了。见状，冯
丽娜立即判断这是因气道异物阻梗
导致的窒息。于是她立即采用海姆
立克急救法（俗称海氏法）对阿婆进
行施救。

刚开始持续了一两分钟，情况
并未好转，冯丽娜心里也挺着急的，
担心怎么还不吐出来，于是又继续
尝试了一次。

大概过了 3~4 分钟，阿婆终于
将东西吐了出来，人也渐渐恢复了
意识。冯丽娜长吁了一口气。

冯丽娜是黄岩区院桥中心卫生
院收费窗口的一名工作人员。冯丽
娜姐姐冯敏丽是台州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也是省红十
字会一级救护师。

2019 年 5 月，温岭市高中新教
师校园应急救护培训在台州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基地开展。冯敏丽是当
时的培训师之一。当时，她邀请了
妹妹冯丽娜参与培训。

课程涉及心肺复苏、AED、创伤
包扎等，最后考试合格颁发红十字
救护员证，冯丽娜顺利通过了考核。

在获得红十字救护员证后，冯
丽娜也没有放弃学习，平时经常在
网上关注相关信息，并在脑海中反
复练习。可能正因为有了平时的反
复锤炼，才使得那天冯丽娜第一次
在现实中的急救取得成功。

叶琳

九旬阿婆险送命！
美女邻居伸出援手

76岁老人捐献遗体
留下生命最后“馈赠”

“我走了就走了，不用做没必
要的抢救。你们都按照我的想法
来，帮我完成遗体和角膜捐献的
事，就是我最大的心愿。”12 月 11
日凌晨，徐丽仙老人因肿瘤晚期、
多脏器功能衰竭，在余姚市三院逝
世，享年 76 岁。

早上 8 点 30 分，宁波眼科医院
医生第一时间赶赴受捐者处，取下
了老人的角膜；早上 9 点 40 分，一
众亲友和医护人员在简单的遗体
告别仪式后，将老人送往杭州师范
大学医学部。至此，老人的全部心
愿得以完成。

徐丽仙老人是余姚人，终生未
婚，膝下没有子女，生前居住在下
菱新村。年轻的时候，她在居委会
任职多年，热心公益事业，常常帮
助别人。

退休后，她依然心系邻里，担
任了楼道长等职务。由于早年落
下了病根，老人的身体一直不好，
患有房颤、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疾

病。今年 6 月，老人因身体不适到
市三院就诊，被确诊为肺恶性肿
瘤。10 月，老人因病情加重，住进
了市三院老年病房。

8 月，徐丽仙老人给市红十字
会打电话咨询遗体捐献的操作流
程。随后，她把自己成为遗体捐献
志愿者的想法告诉了亲人。

9 月 4 日，徐丽仙老人和妹妹、
外甥三人一起来到市红十字会，郑
重签署了遗体（组织）捐献登记志
愿书。老人当时思路很清晰，明确
要将遗体提供给医学院做研究，为
医疗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同
时提出将角膜捐献给盲人。她说，
这样不仅能给盲人带去光明，还能
通 过 对 方 的 眼 睛 继 续 看 到 世
界。

“遗体告别的整个过程很温
馨，老人走的时候仪容完整、神态
安详，我们亲属感到很安慰。”徐丽
仙老人的外甥表示。

王艳波

（摘自“中国疾控动态”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