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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形 的 战 场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

我叫王胜男，胜利的胜，

男子汉的男！

我的父亲曾经有一个非

常执着、然而没有能够实现

的从军梦。当我呱呱坠地

时，父亲给我取了一个承载

他梦想的名字，胜男。当我

成年时，我也去应征入伍，我

很想成为一名女兵，可是我，

也与部队无缘！从此，我们

父女的心中有了小小的遗

憾！

2009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参加了应急救护培训。

刚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应

急救护的意义。直到2010年

的夏天，我的生命发生了质

的变化。

那天，我目睹了一场车

祸，一辆大货车从一位大叔

的身上压过，大叔动弹不得，

左手臂血肉模糊。那是我第

一次亲眼目睹这么惨烈的交

通事故，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好几秒都没反应过来。当我

反应过来时，赶紧拎起急救

包飞奔过去抢救，周围的人

对我投来了惊诧甚至怀疑的

目光，经过短暂的犹豫后，我

赶紧运用学到的急救知识，

对大叔的手臂进行了正确的

初步救护。后来，医生告诉

我，正是因为第一时间的救

护，才保住了大叔的手臂。

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

了什么叫做千钧一发，什么

叫做弹无虚发。这场景，不

就是一个隐形的战场吗？

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

一个繁荣昌盛的和平年代。

然而，“意外”这个敌人，却真

真切切地随时威胁着每一个

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应

急救护”，就是一个真切的战

场！

据报道，我国每年仅猝

死人数，就高达 50 万！还有

那么多交通意外、自然灾害，

随时会把“应急救护”的战场

摆在我们眼前！

生命的意义是至高无上

的！我们的“战士”，必须无

处不在！2012 年开始，我成

为一名应急救护培训师。8

年中，我参与、培训了 2 万多

名红十字救护员！

我骄傲，我叫王胜男；我

骄傲，我是红十字旗帜下的

一名战士！

宁波 王胜男
百 姓 故 事

弯弯的眼角、上扬的嘴角，24岁

的小吴是个爱笑的姑娘。

她是我省第522例、嘉兴市第4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9个月前，为

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她分两天捐

献250多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今年 7 月，得知受捐者情况不

好，需要再度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控制病情，小吴二话不说同意再次

捐献。

8 月 31 日和 9 月 1 日，小吴又一

次微笑着伸出双臂，成功捐献400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启动“生命种

子”的传递，成为我省第 599 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能够让她重生
那是何等的缘分

时隔9个月，再一次躺在造血干

细胞采集病房里，小吴觉得眼前的

一切是那么熟悉，“这一次是缘分在

继续。”

2019年8月，小吴接到嘉兴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她的

造血干细胞与一名血液病患者的初

配结果相匹配，符合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初步条件，询问她是否愿意捐

献。“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心里挺

激动的。”陌生人之间造血干细胞配

型的成功概率很低，一般只有几万

分之一到十几万分之一，小吴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

她的爱心之举得到了家人的赞

同和支持。随后2个月里，小吴积极

配合采集造血干细胞的各项准备工

作，完成了高分辨血样检测、健康体

检、制定采集计划等各个流程，在当

年的11月11日，她放下手头的工作，

在男友的陪伴下，住进了造血干细胞

采集病房。采集完成后，造血干细胞

被立刻送往患者所在的医院。

“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虽然

彼此互不相识，但如果我的一点付

出，能够让她重生，那是何等的缘

分！”小吴回忆道。

今年7月，小吴再次接到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去年那

位受捐者康复情况并不理想，她心

里咯噔了一下，“很遗憾，有点难过，

这意味着对方还没有摆脱病魔。”

小吴毫不犹豫地同意二次捐

献。就这样，她再一次住进了造血

干细胞采集病房，医生告诉她，这次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他

们将比上次采集更多的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预计要采集 300 毫升，小吴

认真地点点头，“好的，我没关系，一

定要采集够。”

第一次有点害怕
这一次特别放松

8月31日上午，小吴躺在造血干

细胞采集病房的床上，两只手臂上

各插着一根输血管，连接着床边不

停运转的血细胞分离机，血液通过

管子流过机器，把救命的造血干细

胞一滴滴分离到采血袋，再回流进

身体里。

采集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下

午1点左右才结束。

和上次捐献一样，小吴的脸上

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而和上次

不一样的是，第二次捐献，她心里有

底，显得更为放松。

“去年是我第一次捐，虽然理智

告诉我是安全的，但是心里多少还

是有点害怕。可能就是因为害怕，

捐献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造血干细

胞采集起来特别慢，250多毫升分了

两天才采集完。”小吴不好意思地

说，“有了经验，这次我心里有底了，

采集起来特别顺利，300毫升一天就

采集完了。”

不过，为了确保证造血干细胞

足够，第二天，小吴再次采集了 10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9 个月前，小吴是我省第 522 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一次，她是

我省第599例，也是今年以来嘉兴市

第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捐献完造血干细胞，小吴略显

憔悴，但她显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

“去年捐献完也是这样，有点乏力，

但我回家睡了几天大觉就恢复了，

这次肯定也是一样的。”

比起自己的劳累，小吴更在意

远方的受捐者，“希望‘生命种子’能

够发挥作用，希望她能够渡过难关，

早日康复！”

施兰

二次捐献！大赞，这位嘉兴姑娘！

当生命到达终点后，人体器官

捐献，便成了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

2010年8月，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委

员会和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成立，正式启动我省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迄今已经 10周年。从 2010年

8月到2020年8月，浙江省人体器官

捐献累计1462例。

捐献者留下了对人间的大爱，

让器官移植受者“共享”着顽强的生

命力。从十年前鲜少有人接受，到

如今被越来越多人理解并付诸行

动，浙江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迈出了

扎实的一大步。

“对你没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

要捐献？”曾经，有人这样问器官捐

献者家庭。那么，他们为什么捐献

器官？“虽然每个人的出发点有所不

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

心怀大爱。因为心中有爱，才能作

出这个决定。”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说，“作

出这个决定对每一个家庭都不容

易。”

“大爱”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实

践起来却难。在器官捐献案例数增

加的背后，是捐献者家属对亲人器

官的尽力挽救，是他们“希望其他家

庭不要像自己一样失去亲人”的同

理心。

一个成功的器官捐献案例，至

少连接着一个重新燃起希望的家

庭。

10年里，浙江共捐献大器官（指

心脏、肝脏、肾脏等）4000多个。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器官捐献

实行“双盲原则”。器官捐献者家庭

和移植受者家庭并不知道对方姓甚

名谁。然而，他们因“共享”生命力

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今年，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女儿

结婚，她委托浙大二院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严磊拍一些视频给那些接

受爸爸器官的移植受者们看，因为

“感觉他们看见了，就像爸爸看到了

一样”。移植受者们听到这个好消

息后都送上了祝福。

一边是生命逝去的悲痛，一边

是获得新生的喜悦，行走在二者之

间的，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

来自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目前，

浙江有 99 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10 年前，协调员们不知道谁是潜在

捐献者，不知道如何动员大家，不知

道如何与传统观念“周旋”。

改变人的观念并不容易，最初

得到的拒绝总是很多。每次被拒绝

时，他们很沮丧，因为出发前，他们

都怀抱希望。最初，他们设定了 1%

的目标自我打气。如今，同意捐献

的比例已达20%左右。

从 1% 到约 20% 的跨越，是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是各

级红十字会的坚持与推动，是各相

关部门不断推出捐献鼓励政策，是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源源不竭的努力

和奉献，还有协调员们一遍又一遍

跑到医院监护室动员医护人员与患

者家庭，甚至有协调员一个夏天跑

坏了两双鞋……

在浙江，协调员并不直接对接

器官移植受者家庭，更多是接触捐

献者家庭，陪伴他们经历亲人离开

的悲痛，也帮助他们渡过家庭顶梁

柱去世后的难关。

2015 年，浙江省红十字会设立

“小桔灯”器官捐献者孩子助学项

目，为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的

孩子提供帮助，根据不同就学教育

阶段为孩子提供资助。

2018 年，浙江省红十字会启动

“你留下爱，我帮你行孝”器官捐献

者困难家庭老人关爱项目，帮助捐

献者家庭的失独或失养老人。

近年来，随着社会群众交通安

全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增强，符合

器官捐献条件的病人数量呈下降趋

势，但捐献成功的案例却逐渐增多，

志愿捐献的人也逐渐增多。协调员

们切身感受到人们对器官捐献的知

晓与认可程度正在逐渐增强。

10年间，浙江已有逾7万人进行

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要求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对符合器官

捐献条件的志愿者没有年龄限制。

如今，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微信公众号或“浙里办”APP，即

可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徐婷

天使在人间天使在人间！！1010年年，，浙江浙江，，14621462例捐献例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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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在我们志愿团队努

力下，温州成为全国首个‘器官捐献

志愿与电子医保卡智慧互联’试点，

今年年底有望‘着陆’浙江省平台。”

这个夏天，温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 2017级 8年制学生黄君婷刚结

束大三生活，在过去3/8的大学时光

里，不得不说的一件事就是做志愿

服务。

多地调研 萌发想法

2019年4月，身为温州医科大学

红十字“生命之光”器官捐献志愿服

务团第四任团长的黄君婷和团队成

员正在为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作准

备。黄君婷说话细声细语，还有些

腼腆。很难想象，她曾拿着一份名

为《器官捐献志愿与社保卡信息关

联的建议》文件，用 3个月时间到 10

余个政府部门争取试点落地。

一直从事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的

黄君婷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扎实的文

献调研，决定从鲜有提及的家庭视

角研究我国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

素。“2019年1月至4月，我们去了湖

南、浙江、山东等地调研，回来整理

素材的时候，就萌发了一个想法

——有没有一种方式让器官捐献的

科学知识像献血一样被大众所熟

知？”经过几天的头脑风暴，黄君婷

提出“把器官捐献志愿加入电子社

保卡”。2019年五四青年节，黄君婷

完成了建议稿第一版。

多次碰壁 迎来转机

年轻人不碰几处钉子，怎能成

长？“一连走了4个部门，一个部门讲

两遍，一共将建议内容完完整整地

讲了8遍，但收获的更多是质疑。”黄

君婷坦言，当时想过打退堂鼓，“但

想到我国还有30多万苦苦等待器官

移植的病患，就什么困难都不怕

了”。黄君婷不止一次看到尿毒症

患者每星期都要从偏远的农村赶到

市医院做透析，他们面色是青色的，

有的腿都肿了。如果遇到排号靠

后，就只能坐在医院的过道上等待。

“每个人都在为生命做努力。也许，

他们就是差一个‘生命之光’，我要

把这束光找到！”随后，她又牵头做

了 3 次调研，完善了建议内容，并继

续争取市人社局的支持，“直到7月，

我们得知温州正在推动社保卡和电

子健康医保卡两卡合一，事情才出

现了转机。”

暑假期间，她再次前往人社局。

这次，她带来的方案是将中国人体

器官管理中心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

志愿者信息在电子健康医保卡上显

示出来，实现器官捐献大数据的智

慧互联。2019年 10月 13日，在浙江

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支持

下，经过温州市红十字会、温州市卫

健委、温州医科大学红十字“生命之

光”志愿服务队多次探讨，温州市成

为首个“器官捐献志愿与电子医保

卡智慧互联”试点。

坚持不懈 受到肯定

2019 年 11 月，“生命之光”志愿

团获得第六届“浙江慈善奖”。在颁

奖典礼上，她将建议书当面递交给

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并受到肯定。

“现在又有了省医保局、省卫健委、

省人社厅、省大数据局的联合推进，

今年年底有望于省平台开启这一功

能。”“这些大学生做成了我们没做

成的事，如果在全国推广，将对中国

器官捐献事业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中国人体器官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

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9年11月，黄君婷带着《生命

的馈赠——器官捐献家庭意愿影响

因素及对策研究》走上“挑战杯”的

颁奖台，“生命之光”志愿团取得了

首个全国特等奖。作品因找到“提

升器官捐献率的突破口”——生前

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其所提出的

对策模型被中国红十字会肯定。

王珊珊

的大学时光，她在志愿服务的路上

汇 聚“ 后 浪 ”力 量
为 生 命 护 航

我是一名教师，2007 年

成为了一名的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师，从此培育更多“后

浪”力量便成为压在我肩头

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

曾经一位学员和我讲述

这样一件事情：就在参加培

训前不久，她所在的村子里

有一名儿童溺水了，她眼睁

睁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就

这样在她面前陨落，她为自

己的无能为力而悲痛不已。

青少年溺水事件在我们身边

经常发生，一件件冰冷的事

件提醒着我们，普及急救知

识 刻不容缓。

为此，我联合金华市红

十字会完成了省社科联《青

少年常见意外伤害的现场救

护与预防》研究课题，制作了

通俗易懂、直观生动的宣传

视频，累计转发获赞上万次。

同时，我们组建了一支 70 余

名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十字志

愿者服务队，每周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

村，宣传培训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到哪里，应急救护的技

能和生命至上的理念就撒播

到哪里。这些看似细小的力

量，汇聚起来就是应急救护

队伍的“后浪”。

今年 4 月 20 日，我校红

十字志愿者庄轶超在参加篮

球比赛时，裁判员突然倒地、

心跳骤停，危及时刻，他利用

所学知识，迅速进行心肺复

苏，10 多分钟后伤者生命体

征得以恢复。

10 多年来，我培训的近

千名大学生红十字志愿者，

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省各地，

为普及急救知识、挽救生命

而默默地奉献着。

生命有限，大爱无垠。红

十字应急救护就是呵护生命

的大爱！百川汇流，聚沙成

塔。让我们携起手来，动员更

多的人了解急救、学习急救、

参与急救，和“后浪”一起汇聚

坚不可摧的力量，为生命保驾

护航！ 金华 于倩

我是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

"喂，你好，我想要马上

学急救知识，我可以自己召

集，满员能帮我开班么？"

"当然可以。"

"那我现在就去发动。"

这是一位妈妈的焦急来

电，她迫切学急救的原因是什

么呢？她的小儿子一岁半的

时候被虾仁卡了喉咙，晕了过

去，她用网上学的海姆立克手

法成功将异物排出。但在前

不久，小儿子又一次被糖卡了

喉咙，她这在网上学的半吊子

手法不知道怎么搞得就是使

不上劲儿，听着儿子呼哧呼哧

的声音，本就心急的她更加慌

了神，马上冲到护士邻居家里

求救。在一顿着急忙慌后，儿

子得救了，她立马说要跟邻居

学急救，这位护士向她推荐了

红十字会的急救培训。于是

就有了开头的那个焦急的来

电。

这样的故事触动了我，

这位妈妈要学急救，为何不

助力一把。于是，我们立刻

发动。1人，2人……100人，4

小时的时间红十字急救培训

群就有130多人加入，这位妈

妈想要的急救课开班了……

只 要 你 们 有 需 要 ，红 十 字

“救”在身边。这就是今夏发

生的一人带动百人学急救的

故事。

其实，应急救护并不难，

传播急救知识就更简单了，

我常开玩笑说我是教育学专

业，却没干成和学生打交道

的活，没有医学背景却在这

每天教别人按压、吹气，当然

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白费。通

过许许多多救护师的努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民众开始

从“学急救”“懂急救”转变为

“会急救”和“敢急救”。前不

久一名消防战士凭借在培训

中学会的技能，成功挽救了

一名骑手的生命。不仅是

他，越来越多人敢于喊出“我

会急救”，他们为生命护航。

我们也一直为实现“每

一个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

参加过救护培训；每一个灾

害事故现场，都有红十字救

护员在参与急救”的愿景而

不懈努力，相信我们终将不

负老师这个光荣称谓，以救

护培训师的身份做群众身边

最好的红十字传播者。我是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沈文

婕，谢谢大家！

湖州 沈文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