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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在60岁前
尽可能多地把握献血机会

我今年 59 岁，我要把握机会，
争取在60岁前尽自己所能，多捐献
一些热血。——冷玉霞

虽然姓冷，但冷玉霞却有一颗
满满的爱心与北方人的爽朗。从
2017年开始，冷玉霞在爱人李同强
的影响下，也开始参与无偿献血。

李同强获得过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同时也是中心献血服务
志愿者之家的一员。疫情防控政策
调整后，身边的人陆续感染。他明
显感到来献血屋的人日渐稀少。即
便后来大家渐渐阳康，但很多人仍
抱着“身体还在恢复阶段”“献血不
利于身体康复”等种种顾虑。

李同强为血液紧缺而着急，作
为爱人的冷玉霞特别理解。阳康十
几天后，冷玉霞特地挑选了北方小
年这天，在爱人陪同下一起走进了
献血屋。“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
家，阳康后不用太担忧，让我们都来
做一个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白衣战士”
用热血点燃患者希望

恢复期血浆可用于救治新冠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期待能有更多人
为他们伸出援手。——刘青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肿瘤内科工作的主治医师刘青对近
期临床用血紧缺带来的影响，有着
切身的体会。

由于肿瘤化疗会导致部分患
者贫血，没有血液的及时补充，越
来越多患者被乏力、气促、无法行
走，甚至无力起床所困扰。更糟糕
的是，从感染新冠到阳康，很多肿
瘤患者已经度过了难熬的 3 周，而
血液的紧缺只能让他们的抗肿瘤
治疗暂时停滞。“这势必会影响肿
瘤的进展。”

尽管这段时间肿瘤患者数量的
上升让刘青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但
得知医院组织献血的消息，刘青和
身边的许多同事一样，毫不犹豫报
了名，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一次善
举，她希望让更多身处病痛的患者
看到希望。

稀有血型献血者
用献血照引领示范

稀有血型的捐献我总是随叫随
到，如果我是普通血型，一定会更多
地 参 与 献 血 活 动 ，这 是 必 须
的！——林有钦

林有钦是 Rh 阴性血，也是俗
称的“熊猫血”。因血液保存期有
限，为避免稀有的血液被浪费，林有
钦无法像普通血型人群那样参与定
期献血，只能等待“召唤”，这不免令
他有些遗憾。

这段时间，普通血液告急的通
知经常出现在各种报道中，林有钦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力不从心。

前两天，有稀有血型患者急
需用血，看到稀有血型之家微信
群的通知，林有钦马上响应。1 月
15 日，来献血的林有钦特地让工
作人员帮自己拍了一张献血照
片，紧接着就转发至朋友圈和微
信群，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朋
友，阳康后就能来献血了。林有
钦的行动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
一些人来询问后打消了疑虑，决
定这周抽空去献血。

有一种夫妻之情
叫“结伴去献血”

献血是件有意义的事，献血过程
会让人感到身心愉悦。——郭笑红

献血，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可能
帮到自己或家人。——朱焕玉

郭 笑 红 的 献 血 历 程 开 启 于
1998 年。多年来，她参加过十多
次应急献血，并于 2020 年新冠疫
情最严重时期，开始坚持每月捐
献单采血小板。在郭笑红带动
下，获得无偿献血金奖的爱人朱
焕玉开始捐献成分血，加快捐献
频率。郭笑红身边的亲朋好友也
先后有上百人在她影响下自愿加
入无偿献血队伍。

平日里，郭笑红热心公益，不仅
在公益项目中带头捐款，与精准扶
贫对象结对帮扶，还积极参与抗疫
期间的志愿者服务，竭尽所能奉献
自己力量，被福州市妇联授予“最美
志愿者”称号。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力
量，他们的孩子不仅将无偿献血当
做自己18周岁的“成人礼”，还在大
学期间积极献血，并在德国学习期
间成为一名国际志愿者。

第一次成分血捐献

许多人在这波疫情“洪流”中倒
下，但临床上需要用血的患者却有
增无减，这些生命正等待“阳康”的
你来挽救。——陈奕如

当疫情高峰到来时，福建医科

大学的临床研究生陈奕如也参与到
医院急诊科的工作中。

身处新冠救治的最前线，陈奕
如更能切身体会病人和家属对血
液的渴求。每天，她都能遇到不少
血液指标很低的患者，但因血液紧
缺，输血科无法提供足够的血来保
障这些病人的救治需求。“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面对患者和家属一
张张满是愁容的面孔，从大学开始
参与全血捐献的陈奕如在阳康之
后，决定尝试捐献成分血，补充更
紧张的成分血。

阳康之后，或许大家对献血
的顾虑会比之前更多，但陈奕如
希望大家能放下顾虑，用一袋袋
珍贵的热血，去创造一个个拯救
生命的奇迹。

用献血的方式辞旧迎新

在这个特殊时期，一起来为社
会、为需要的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吧！——林俭

1 月 15 日，即使下着冬日的冷
雨，家住马尾的林俭间隔 14 天后，
如约出现在熟悉的献血大厅，这是
他“阳康”后第二次捐献成分血。在
他看来，“阳康”后来献血，感觉和平
时没什么不一样。

2022年12月上旬感染新冠，很
快“阳康”的他没有过多的考虑，就
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用献血的方
式辞旧迎新，用挽袖之爱帮助病患。

三年前，林俭在爱人带动下成
为单采成分血大军中的一员。如
今，一个月两次的成分血捐献已然
成为林俭的习惯。习惯就会成为
自 然 ，在 固 定
的 日 子 ，风 雨
无阻。

（扫描二维
码查看全省献
血点）

“阳康”后 一群人用小小的善举恢复世界原有的温暖
2022年冬季，被疫情“洪流”裹挟的寒冬，让各地血库遭遇了一次始料未及的严峻大考。一边是在病

榻上焦灼等待血液救治的患者，一边是冷冷清清的献血现场。在这令人无法忘怀的寒冬，有这么一群人
正在走出家门，走进献血车或献血屋，用自己小小的善举，让世界恢复原有的温暖。

□本报记者 林颖

冷玉霞冷玉霞（（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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