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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众人物，我一直来

想为家乡做点公益的事。”9月 6

日，省红十字会“守初心 担使

命‖红十字‘三服务’主题采风

活动”采访组视频连线了还在横

店拍戏的陶慧敏。

陶慧敏近年来除了积极参

加家乡组织邀请的各类活动外，

还担任了温州市红十字会和温

州市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去年

恰巧在温州参加了电影《红日

亭》，微电影《礼堂前面是塘河》，

电视剧《温州三家人》的拍摄，进

一步体会到了温州人助人为乐、

慈善为公的精神，更萌发了我想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家乡做点

公益的事。于是经过爱心伙伴

们的热情帮助和红十字会领导

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成立了这个

爱心基金，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

的群众。”

当天，采访组跟随市、县红

十字会和“陶慧敏爱心发展基

金”的工作人员赴山门、凤卧两

镇慰问“三老”人员，上门服务送

医送药。

饮水不忘挖井人。在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前夕，市、县红十

字会联合陶慧敏爱心发展基金，

走访慰问平阳县 17 位老党员、

老交通员、老游击队员等“三老”

人员。“感谢你们，你们都曾为革

命事业，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

献，祝你们幸福安康。”平阳县委

常委、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

陈杰与“三老”亲切交谈。92 岁

的翁爷爷拿到慰问金后感动地

说：“感谢党和政府，谢谢你们。”

温州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表

示，“陶慧敏爱心发展基金”是温

籍演员中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

的公益基金，具有很强示范效

应，未来将有更多志同道合的爱

心人士加入，预期基金将不断壮

大。该基金已募集资金 140 万

元，委托市红十字会依法管理。

基金每年将拿出一定的比例资

金，组织开展帮扶活动。

“陶慧敏是一位德艺双馨的

著名艺术家，她带头发起爱心发

展基金，我和家人都很支持。感

谢陶慧敏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

一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为家乡

做点事。我们将利用这个平台，

汇集更多的爱心人士，帮助困难

群众。”联合发起人温暖说。20

多位联合发起人大多为企业家，

他们怀着公益心，积极投身红十

字事业。

近年来，温州市红十字会以

改善最易受损群众境况为己任，

坚持以群众为中心，积极推广“小

天使基金”“母婴平安”“博爱家

园”等红十字会总会和省红十字

会项目，启动设立“情暖温州·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爱心红十字·

贫困两癌妇女关爱”“博爱文成助

学”等自建项目，募集爱心款物

1.04 亿元，发放款物 6343 万元，

惠及困境群体 6 万多人次，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应。

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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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凌晨 4 时 30 分，92 岁

的离休干部张天引老人逝世。按照

他的遗愿，家人在遗体捐献表上签

下了名字。下午 3 时，张天引的遗

体被送往浙江大学医学院，他捐献

了遗体、脑组织和角膜。这位经历

战火纷飞，见证了新中国成长的老

人，实现了自己最后的遗愿，也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

情怀。

张天引出生于 1927 年 10 月，

1945 年 4 月加入新四军，参加了抗

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斗。1950 年

10 月，他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战

争年代，张天引多次负伤，但他从未

后悔自己的选择。1964 年，张天引

转业后，在湖州市物资局担任副局

长职务，直到1985年离休。

2000 年以后，随着年龄一天天

变大，老人开始想身后的事情，当他

开始从媒体上接触遗体捐献时，觉

得这有意义，如果自己的遗体也能

捐献，就更能体现自己为人民服务

终身的信念。2006年3月9日，当时

湖州还没有开展遗体捐献志愿登记

工作，老人特地跑到杭州进行登记。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故去后自

愿将遗体捐出，用于科学研究，这是

我（作为）老共产党员、幸存下来的

抗战老战士，最终的贡献。”当时，张

天引老人在《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

上这样写道。据了解，张天引老人

也是湖州市第一位生前就自愿捐献

遗体的市民。

张天引老人的决定得到了家人

的支持。受他的影响，老伴沈玉英

老人也决定加入捐献行列中。2018

年夏天，85 岁的沈玉英老人给湖州

市红十字会打电话询问如何办理遗

体捐献志愿登记。“我和我的老伴都

希望百年之后，遗体可以用于医学

研究。”沈玉英老人说，当时，张天引

老人已卧病在床，当年 7 月 4 日，在

老伴的病床边，沈玉英一笔一划郑

重填写《中国人体器官志愿捐献登

记表》，并签下自己的姓名。“几十年

风风雨雨，枪林弹雨里都走过来，看

惯了生死，遗体捐献又算得了多大

的事。”沈玉英老人说，她自己也是

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走下来的。在她

和老伴看来，作为老战士、老党员，

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再正常不过。

“有很多战友，都愿意捐献器官或者

遗体。”

“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因为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希望凭借

绵薄之力作出一份贡献。”看着运送

父亲遗体的车子远去，张天引的女

儿张萍含着泪说。

王晨辉

百 姓 故 事

92岁抗战老兵走了 他实现了13年前的诺言

救 护 知 识

烫伤现场救护4招

烫伤是生活中常见的意外伤

害。对某些烧烫伤，如果处理及

时，就不会导致不良的后果。烫

伤后切忌盲目处理，请一定要牢

记以下急救招数：

1.烫伤后，要先用干净流动的

冷水对创面持续进行冲洗降温至

少 10 分钟，一般为 10-20 分钟左

右，以降低对深部组织的伤害。

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仅可以有效降

低烫伤处的温度，还可以有效减

轻疼痛和烫伤处进一步损伤。如

果不能及时用冷水冲，那么用干

净的冷水泡也是可以的。

2.冲洗降温后，如果贴身衣物

没有与皮肤粘在一起容易脱掉，

要尽快脱掉烫伤处的衣物，以防

止衣物中残留的热能继续损伤皮

肤，并加重烫伤处的热伤害。要

注意的是，如果衣物已经与皮肤

粘在一起了，就不要强行剥离，降

温后尽快送医院由医务人员处

理。

3.在做完以上两个步骤后，如

果烫伤的皮肤已经出现破损，可

以用清洁的湿纱布或棉质布类覆

盖以防止细菌感染。

4.经过以上处理后，一定要及

时送往医院治疗，不要贻误治疗

时机。

信 息 点 击

9 月 17 日，在杭州师范大学西

斗门校区的一楼教室里，78 岁的沈

慧麟在一张《浙江省人体器官(遗

体、组织)捐献志愿书》上签下名字。

沈慧麟和爱人王德琳都是杭师

大的退休老教师，今年是他俩结婚

50周年，在金婚之年，这对老教师做

了一个早在 10 多年前就商量好的

事情：将人体器官（遗体、组织）全部

捐献。“去年，我爱人查出了胰腺癌，

身体不太好，她最近总是催我赶紧

办好这件事。了却了这一桩心事，

也是我们夫妻俩最后的约定。”沈慧

麟说道。

厚养不葬

品德传承更有意义

签字当天，由于身体原因王德

琳没来，沈慧麟一人到场。沈老个

子不高，一只黑色皮包斜挎着，一身

灰色衣裤干净整洁，大步走进教室。

老人的逻辑非常清晰，声音也

是中气十足。沈老说道，“最初的触

动，来自于我母亲。她死后就没有

修坟造墓。早在上世纪 60年代，母

亲就和我们讲，死后从简。”沈慧麟

的母亲是一位退休工人，文化程度

不高，但她善良、俭朴。

母亲是在 92岁那一年走的，骨

灰被洒在了钱塘江里。当时，沈慧

麟夫妻就讨论过这个话题，觉得自

己应该比母亲更进一步，离开人世

的那天，遗体无偿捐献出去。于是

“厚养不葬”这个理念就一直被这家

人所接受并提倡。

捐献遗体这个想法，几年前，夫

妻俩就和家人说了，小辈们也表示

支持和尊重。沈慧麟说：“我们不要

给小辈添麻烦，不用举行追悼会，不

用修坟造墓，每年也无需上坟，把好

的精神传承和延续下去，不是更有

纪念意义？”

相伴50年

携手游过五大洲

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

得共枕眠”，对于沈慧麟和王德琳来

说，他俩真的很有缘。婚前，两人已

经是亲戚，沈慧麟笑着说：“我哥哥

娶了我爱人的姐姐，我们就这么认

识了。”

泛黄的结婚证，一直被老人珍

藏着，本子上没有一个破角。证书

被正面写着“计划生育、勤俭节约”

八字标语。证书里面，当年 27岁的

沈慧麟和25岁的王德琳于1969年9

月 15 日自愿结婚领证。“今年是我

们结婚 50周年，也就是金婚。很早

之前，我们就决定，到金婚的时候，

来做这一件事情，感觉更好。”这一

辈子，除了最早工作那些年，他俩从

来没分开过。

1978年，那时的杭州师范学院，

他们当时正在招聘，王德琳一心想

回到家乡，就报名入职了杭州师范

学院。那时候，沈慧麟还在中国科

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分

隔两地，到底去杭州还是去上海，谁

也说服不了谁。最终还是沈慧麟于

1982年，从上海来到杭州，也一并入

职该学院。

自此，两人一同上下班，再没分

开过。杭州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告诉我们：“两位老师是我们学

校出了名的恩爱夫妻，形影不离，几

十年携手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退

休后，一起上老年大学，一起旅行。”

噩运突降

满足妻子的愿望

但有时，命运就像个调皮的孩

子，总在不经意的时候，把美好摔碎

一地。

“听说您老伴身体不太好？”面

对这个问题，侃侃而谈的沈慧麟突

然不说话了，眼眶泛红。

2018 年 4 月 30 日，他们结束了

日本的旅程，回到杭州后参加体检，

被告知王德琳患了胰腺癌。并于 5

月 24 日做了切除手术。化疗、放

疗、靶向治疗，能用的药都要用。“我

们现在就想着，过好每一天。”

沈慧麟说：“最近，王老师身体

越来越差，她总是催我，想早点把捐

献遗体协议签了。”

医者父母心，师者何尝不是，

枯叶化泥更护花。沈慧麟说，“我

和王老师都是学理科的，我教物

理，她教化学，除了要教理论课，还

要指导实验课，做实验是需要一定

的实验条件的，杭师大医学院的学

生们做医学研究时，自然也要有相

应的条件，等我们死了以后，能够

将遗体捐献给学校，用于医学教

学、研究工作，也算是为学校做了

点小事，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也很

高兴。”

陈素萍

金婚如何纪念？退休教师夫妇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

临安：暴雨来势汹汹 他们紧急集结出发
□通讯员 王刚

9 月 5 日 21 时左右，杭州市临

安区湍口镇暴雨倾盆，临安区气象

台于22时41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

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截止 9 月 6 日 1 时，湍口镇最

大雨量 136.6 毫米，小时雨量 81.8

毫米，造成湍口镇三联村、湍口村、

湍源村和迎丰村等局部受灾，尤其

在三联村老坞自然村发生局部小

流域洪水。

强降雨发生后，湍口镇第一时

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临安区红十

字北斗救援队接到救援通知，于

21:30 紧急集合 44 名队员，赶赴救

援现场，开展排摸险情和转移人员

工作。

在此次行动中，救援队协助

当地政府将 20余名受灾群众转移

到安全区域，另外还安全转移疑

似中风病人 2 名，送往昌化人民

医院 1 名。救援工作一直持续至

次日凌晨 2 点。由于转移及时，

暴雨带来的洪涝塌方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磐安：结缘红十字，热心公益事
□通讯员 陈师伟

近日，磐安县农村商业银行

与县红十字会、教育局签订捐赠

协议。协议明确，县农村商业银

行向县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设立“农商行教育助学”基

金，主要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完成

学业，救助贫困教师；资助中小学

校、幼儿园改善办学条件，扶持薄

弱学校建设等。捐赠资金分两年

到位，今年到位 500 万元，2020 年

3月底前到位 500万元。

今年以来，磐安县红十字会

接受捐赠 23 笔共 728 万元，其中

县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捐 赠 3 笔 共

532.36 万 元 ，捐 赠 金 额 占 比 是

73%。

开化：开展“暑假水上保平安”志愿服务活动
□通讯员 张仪国

9 月 1 日，开化县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暑假水上保平安”志愿服

务活动圆满落幕。通过红十字救

援队全体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今年

龙潭大坝水域未发生一起溺水伤

亡事件。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

一致好评和点赞。

开化龙潭大坝一直是开化居

民避暑降温的好去处，尤其是放暑

假的孩子们，都喜欢在那里游泳嘻

水。以往每年都会听到学生游泳

溺水的消息，自 8 月初开始，县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就开展了“暑假水

上保平安”志愿活动。

红十字志愿者们每天安排至

少 4 名队员开展水上安全巡逻。

队员们有的在岸上发放防溺水安

全宣传单、溺水急救知识折页，普

及急救知识，有的在水上开展安全

巡逻，时刻关注着水域内情况。“

暑假水上保平安”活动历时27

天，参与人数 155 人次，发放宣传

单 500 余份，值守总时数 201 个小

时，水上巡逻总行驶里程 2860 公

里，抢救溺水者2起3人，与学校开

展安全共建活动1次。

开学季，请收下这份中小学生安全锦囊

食品安全：

1.不购买街头无营业执照、无

卫生许可证的商贩出售的食品。

2. 不食用来历不明的可疑食

物。

校园安全：

1.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管制

刀具进校。

2. 不随意动灭火器材、电线、

各种开关。严禁违反规定使用明

火。

3.同学之间有矛盾时，要找班

主任和学校解决，不要打架斗殴。

4.要注意教室安全，上课离开

本班教室一定要关好门窗。

活动安全：

1.活动远离建筑工地、道路等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

2. 不到坑、池、塘、沟、河流、

水坝等不安全的地方游泳、玩耍。

3. 出门要将玩伴和地点告知

父母，注意回家时间。

4.不进入游戏厅、歌舞厅。

交通安全：

1.在路上遇到灾害天气，及时

找安全的地方临时躲避，用公用

电话或他人手机通知家长，不要

冒险行走。

2.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与机

动车抢道，不嬉戏打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