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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华是嘉兴市南湖区丽华

推拿诊所所长。28 年间，她资助

333 万 元 ，惠 及 480 名 贫 困 学 子 。

在第六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表彰活

动现场，省委书记车俊紧紧握住朱

丽华的手，称赞她身残志不残，“是

最值得我们学习、崇敬的道德榜

样”。

少花一块钱

就能多捐出一块钱

朱丽华有一件短袖花衬衫，那

是她最贵的衣服，3年前花100元买

的，只在重要场合穿。3 年来，她穿

着这件衬衫参加了嘉兴市区多个捐

款仪式。她每个月的花销不足 800

元，脚上穿的鞋只花了 18 元，一件

白大褂穿了 10多年，出门宁愿多转

几趟公交也尽量不打车。她至今没

买房，住处仅有 20多平方米。多年

来，诊所成了朱丽华的家，她本人的

户口仍挂在市福利院的集体户口簿

上。“我少花一块钱，就能多捐出一

块钱”，朱丽华说。

8月16日，朱丽华来到离家300

多公里的丽水市松阳县和龙泉市，

在那里结对资助了11名贫困学子。

每年 8 月，朱丽华最为忙碌。今

年暑假，她一口气结对了 46名寒门学

子，一次性支付助学金 36.8 万元。一

年又一年，28年来，朱丽华的“爱心榜

单”上，受助贫困学生有480人次。

截至 2019 年 8 月底，朱丽华已累

计捐款 333 万元，但她还是担心捐给

“儿女们”的钱太少。

让接受帮助的人活得有尊严

是我最大的快乐

18 岁时，朱丽华因为意外双目失

明。那时的她觉得人生无望，在烦躁

迷茫中度过了 7年光阴。偶然间听到

张海迪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让她对

生活又重拾信心。出身于中医世家的

朱丽华参加了省首届中医推拿培训

班，她从零开始学盲文，累到双手拉伤

打石膏也没有一句怨言。

毕业后，朱丽华被分配到嘉兴市

福利院医务室照料脑瘫儿童，经过她

夜以继日的精心治疗，4名脑瘫患儿竟

然都站了起来！第一份工作让她获得

了社会认可。随后，朱丽华又依靠坚

强的毅力完成了进修，成了嘉兴首位

盲人中医师，逐渐在患者中有了

名气。

这样的经历让朱丽华萌生

了一个信念：只有就业才能让残

疾人自立自强，才会真正被社会

“平视”。

为了帮助更多残疾人，朱丽

华创办了丽华推拿诊所，招收残

疾人，不但安排吃住，还免费教

推拿。如今，诊所里有 13 名残

疾员工，有的年收入近 10万元。

同时，还有 100 多人先后跟她学

习推拿技术，相继走上了就业、

创业之路。

作为嘉兴市盲人协会主席、

市政协委员，她还为残疾人争取

公交爱心卡，为特殊学校教师争

取津贴……她说：“让接受帮助

的人活得有尊严，是我最大的快

乐！”

我的一切都将捐献给社会

29年前，南湖革命纪念馆筹

建，当时月工资只有 58 元的朱

丽华捐款116元；

12年前，南湖革命纪念馆新

馆筹建，朱丽华捐款1万元；

11 年前，汶川大地震第二天，她

捐出 10 万元的全市最高“特殊党

费”；

……

朱丽华捐出去的每一元钱，都是

靠双手赚来的。每天，她都坚持工作

12个小时以上。即使大年三十，其他

员工都回家团圆了，她依然独自留在

诊所忙碌。

在朱丽华的人生词典里，“帮助”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多年来，她已

为现役军人免费推拿 3000 多人次，

“我忙不过来，就自己掏钱请员工帮

忙”。很多人对朱丽华的做法不理

解，甚至好言相劝，对这些“好意”，朱

丽华一笑置之。

朱丽华早就给自己做了“安排”。

在她房间桌子的抽屉里，保存着一张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2018 年 4 月

27日，在母亲去世25天后，朱丽华郑

重地签下了器官捐献登记书。

“作为红船旁的一名党员，我的

财产、我的器官、我的一切都将捐献

给社会！”朱丽华说，语气里透着坚定

和自豪。 姜鹏飞 陶克强 黄烨

盲人推拿师的光明人生盲人推拿师的光明人生
———记嘉兴市南湖丽华推拿诊所所长朱丽华—记嘉兴市南湖丽华推拿诊所所长朱丽华

“孙儿小宝是我的命根子，你要

照顾好。还有件事，我走了以后一

定要替我办好。”躺在病床上的郭敏

琍艰难地嘱托丈夫蒋遂。弥留之

际，她最牵挂的除了孙子，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志愿遗体捐献。

她是“传统而平凡”的女人

却做出了不平凡的决定

郭敏琍的病来得很是突然，今

年 6 月，63 岁的她检查出患上一种

神经疾病——格林巴利综合症，在

病床上久卧不起。仅仅半年之后，

噩耗传来。

谈到妻子郭敏琍，蒋遂给出两

个词：“传统”和“平凡”。

郭敏琍出生于杭州，父亲是一

位抗战老兵，母亲是一名会计。婚

后，郭敏琍的母亲如同传统中国家

长一般教诲她：“要孝顺父母，先要

孝敬公婆。”郭敏琍也真正做到了这

句话。郭敏琍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

自己的公公婆婆——蒋礼鸿和盛静

霞夫妇，她称呼两人为“老先生”和

“老太太”。

蒋礼鸿、盛静霞原本都是杭州

大学的教授，如今这对学界伉俪的

名字一同被刻在了无语良师碑上，

名字紧挨在一起，他们是浙江省第

一对共同捐献遗体的夫妇。

郭敏琍 28岁那年，蒋礼鸿得了

重病，一病就是 12 年，这期间郭敏

琍一直伺候在病床前，端屎把尿，无

微不至。蒋礼鸿病逝后，盛静霞为

了不麻烦儿子和媳妇，主动搬去了

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之后的每个

节假日，烧得一手好菜的郭敏琍都

会做好菜肴去看望婆婆，与她一起

过节。

两年前的某一个晚上，入睡前

的闲聊时间，郭敏琍提出了要在死

后捐献遗体的愿望，蒋遂答应了，

“其实我们有着夫妻间的默契，彼此

都知道对方的想法。”之后不久，两

人一同签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捐献志愿书小心保管着

不会干涉子女想法

蒋遂说，志愿遗体捐献成了他

们两代人不言说的传承，但是至于

后代如何选择他们不愿干涉。

他从一个行李箱中找出了两份

志愿书，这个行李箱里装着他们家

两代人最宝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两

份志愿书被压在了箱底。

郭敏琍的儿子蒋凝说，他也萌

发过捐献遗体的念头。从小，盛静

霞就会跟蒋凝讲人要为社会做贡

献的道理，在他读小学时，盛静霞

就跟孙子坦露了内心的想法。

在盛静霞过世后，蒋凝一度也

想签署遗体捐献，考虑到自己还单

身不太合适，就没有签署。

在蒋凝看来，郭敏琍捐献遗体

的重要原因就是对两位老人的孝顺

和爱，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对他们

的思念和对他们遗体捐献的支持。

退休前，郭敏琍一直浙江大学

网络中心任职，担任多媒体教室行政

管理工作。或许很多浙大学子都曾

见过她，但却不曾知晓她的姓名。生

前为浙大学生服务，身后亦成为浙大

医学生求学路上的“无语良师”。

“每年的冬至清明，我和敏琍都

会前往南山公墓与浙大无语良师碑

悼念两位老人，今年只剩我独身一

人。”蒋遂眼泪又流了下来，遗憾而又

宽慰，“等我百年之后，我的名字还会

在你的旁边。”

姚容 李俪

百 姓 故 事

“这事一定要办好 就像公公婆婆一样”

救 护 知 识

火灾的避险原则

一是报警。无论何时何地，一

旦发生火灾，应立即向“119”报警。

报警内容：单位、地址、起火部位、

燃烧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

困、进入火场线路及联系人姓名、

电话等。

二是及时扑救。电器着火要

切断电源，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灭

火，不能用水灭火；油锅着火要迅

速关闭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湿

布，还可以把切好的蔬菜倒在锅

里；室内沙发、棉被等物品着火可

立即用水浇灭；液化气罐着火应立

即关闭阀门，可用浸湿的被褥、衣

物等捂盖；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

应立即躺倒，翻滚灭火或跳入就近

的水池，其他人可用厚重衣物或被

子覆盖着火部位灭火。

三是撤离。如果火势较大，超

过自己的扑救能力，要尽早撤离。

保持镇静，简易防护，匍匐逃生，也

可以利用阳台窗口逃生，建立避难

场所，等待救援，必要时发出信号，

寻求援助，万不得已被迫跳楼时要

缩小落差。

四是应急救护要点。

（1）做好自我保护。

（2）迅速转移伤员。

（3）立即抢救生命。保持呼吸

畅通（判断伤员是否有呼吸道烧伤），

对呼吸、心脏骤停者实施心肺复苏。

（4）保护烧伤创面。

（5）伤员转运。应急救护后，

应立即送伤员去医院。

流感高发季，家长应如何预防？

一是“防”。与孩子一起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用肥皂、

洗手液流水洗手。居室常通风，每

次不少于 15 分钟。勤晒衣，保持

家庭成员的个人卫生。

二是“查”。发现孩子出现发

热、咳嗽等症状时，尤其家中或孩

子玩伴中出现类似症状时，请及时

去医院就诊。家里如果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孩子，有孩子患流感

后，健康的孩子应当尽量减少与患

儿接触的机会。

三是“练”。增强孩子的体质

和免疫力。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

时间，保证孩子充足睡眠，合理营

养，防止受凉。

12 月 18 日，在宁波市

第一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里，39岁的王先生安静地

躺在病床上，脸上带着微

笑。下午1点10分，造血干

细胞采集顺利完毕，265 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于 12

月 19 日空运到大洋彼岸，

移植到一名患有血液系统

恶性肿瘤的外国友人体内，

为他种下“生命的种子”。

一个承诺

开启跨国生命救援

王先生是一位建筑工

程师，也是一位运动爱好

者，平时喜欢慢跑、踢足球，

体格相当健壮。

2015年底，王先生正式

加入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在一次献血中，了

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当时也没有多想，觉得能救

人当然是好事，我就加入

了。加入了捐献者资料库，

我觉得就是一份承诺，一份

责任。”王先生平静地说。

今年 8月，宁波市海曙

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联

系上他，他的血样与一名患

者初次配型成功，征询他是

否愿意进行高分辨配型，乃

至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当时，王先生的心情有

点复杂。就在今年上半年，

他因为踢球受伤，左锁骨刚

动完手术拆了钢板。他担

心，自己的血样可能达不到

标准。但他还是毫不犹豫

地表示愿意履行捐献承诺，

准备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

胞挽救患者的生命。

王先生的妻子谢女士

虽顾虑丈夫术后身体还没

完全恢复，但还是选择支持

丈夫。不仅如此，她还加入

到安慰婆婆的行列：“他是

去救人，这么优秀的儿子是

您培养出来的，也有您的功

劳。”

三次高分辨血样配型

由于是涉外捐献，配型

的要求更高。9 月 21 日至

11 月 29 日，王先生进行了

三次高分辨血样配型，比普

通 捐 献 多 了 两

次 。 三 轮 对 比

后，王先生的血

样更匹配，更适

合 捐 献 给 这 位

患 病 的 外 国 友

人。

可 对 于 王

先生来说，捐献

准 备 工 作 早 开

始 了 。 为 了 达

到采集要求，这

半年来，他一直

坚持增强体质、

锻炼身体，保持

健康饮食，杜绝

烟酒。

12月14日，

王 先 生 注 射 了

第一针动员剂，

以 确 保 外 周 血

液 中 的 造 血 干

细 胞 浓 度 达 到

采集要求。

王先生说，

在 注 射 动 员 剂

的第二天，他的

身 体 出 现 了 浑

身疼痛的症状，

医 生 告 诉 他 这

些是正常反应。

第三天，症状逐

渐消失。

12 月 18 日

上午 8 点半，王

先 生 注 射 了 第

九 针 动 员 剂 。

半 个 小 时 后 进

入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 的 最 后 一

个环节，正式开

启 造 血 干 细 胞

采集。

王 先 生 躺

在 细 胞 采 集 室

的病床上，谢女

士陪在床头，至

下午1时10分，造血干细胞

采集完毕，整个采集过程持

续了4个多小时。

“万里之外有个从未有

过交集的朋友身体流淌着

我的血液，想到这里我觉得

生命真的太神奇了，希望他

（她）早日康复。”

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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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荣：巅峰战士 激流超人
12月18日，省红十字（仙居）应

急救援搜救队队员赵志荣，因今年

超强台风“利奇马”抢险救灾中表现

突出，被授予“台州市见义勇为道德

模范”的荣誉称号。

赵志荣，是省红十字（仙居）应

急搜救队的元老。自队伍成立以

来，他一直无私奉献于公益救援事

业中。

在超强台风“利奇马”救灾救援

中，赵志荣作为冲锋舟的驾驶员，凭

借高超的驾驶技术及丰富的救援经

验，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 17

人，转移群众 30 余名，被队友和群

众称为“激流超人”。

8 月 10 日早晨，赵志荣等备战

的搜救队员接到通知，白岩村有两

名老人来不及撤离，被困洪水中。

赵志荣和队友马上赶往现场，发现

两名老人被困的房子已经被洪水包

围。

通过现场状况评估后，赵志荣

驾驶冲锋舟闯过激流。当他靠近洪

水包围的房子时，发现房子的周围

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杂物堵塞，再加

上水底横七竖八的各类通讯线路，

根本无法进入房子。赵志荣和队友

在激流中驾驶冲锋舟，三次尝试进

入房子无果。

这时，一名自作主张的村民撑

着一个竹筏打算来救援，不料被激

流冲走，正在观察地形的赵志荣迅

速驾驶冲锋舟冲过去，拉住村民撑

筏的竹竿，将他救上冲锋舟。

就在这个时候，赵志荣和队友

接到旁边的绿地野营基地有四名工

人被困洪水中，情况也万分危急。

赵志荣等立刻抬着冲锋舟赶赴到另

一边的水域。

在他们通过树林的时候，冲锋舟

的螺旋桨被水底的电线缠死，失去动

力的冲锋舟瞬间被洪水冲走，同舟的

队友一把抱住水中的一棵大树，将冲

锋舟勉强固定住。赵志荣和队友在

激流中将缠绕的电线一点一点的解

开，然后继续驾驶冲锋舟，靠近被困

人员的房子，分两批从房屋窗口将四

人成功救出。

而白岩村的两位老人的情况也不容

乐观。上午10点20分，眼看永安溪

洪峰到达老人被困地点，洪水已漫过

二楼，房子的瓦片也不断掉落。

这时，仙居县民兵应急连也赶

来救援，并成功将一名残疾老人移

到皮划艇上。正当岸上的救援人

员牵引绳索往回拉时，一个浪头打

来，将皮划艇掀翻，艇上的俩人瞬

间被洪水卷走。幸亏救援民兵一

把拉住房子一角，将自己和老人固

定住。

赵志荣和队友见状，马上驾驶

冲锋舟冒着翻舟的危险，强行通过

激流靠近他们，成功救出被困的人

员。

连续作战 14个小时的赵志荣，

在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称得上“巅

峰战士”“激流超人”的美誉。

朱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