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3 日，吉林长春一名
52 岁的男子每天吸烟 40 根在
家里突发脑卒中登上热搜，引
发网友关注。

经医生询问，得知该男子
有高血压病史且大量饮酒吸
烟，其中吸烟史有 36 年，几乎
每天都要抽两盒。医生提醒
大家，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对血
管起破坏作用，吸烟对健康
有害。

其实吸烟导致突发脑卒中
的事件并不新鲜，网络上一搜就

能查到不少。据权威统计数据，
我国每年死于脑梗死的人多达
200万，这些人大多都有喝酒和
抽烟的习惯。

吸烟容易引起动脉内皮细
胞肌球蛋白收缩，血管壁的通
透性增强，从而使脂蛋白易沉
积于血管壁形成动脉硬化。动
脉粥样硬化阻塞最常发生的部
位就是颈总动脉和颈内动脉，
从而降低脑血流，直接影响头
部的血液供应，最终导致脑卒
中的发生。

现场急救措施

脑卒中救治一般是越快
越好。

1.不建议自行送医院，应立
即拨打120，在急救医生的帮助
下转送患者，可以让病人就地
平躺，将头侧向一边。

2. 到医院后医生会安排

做脑 CT 等检查，会制定相应
治疗方案，要相信医生。有些
家属害怕患者由于检查挪动
时再出意外、手术中出意外等
情况，不能做出决定，迟迟不
签 字 ，无 形 中 拖 延 了 抢 救
时间。

什么情况下容易引发脑梗死？

1.年龄：随着年龄增加，动
脉粥样硬化逐渐加重，这时候
发病风险是增加的。

2. 性别：男性和女性相比
较，男性的发病率更高。

3.种族、家族史：天生就带
有这种基因的人，发病率就
要高。

4. 行为危险因素：比如吸
烟、酗酒、肥胖、不健康饮食，
运动量减少，这些都是可以控
制的。

5.疾病：主要为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心房颤动等。

此外，冠心病患者发生脑
卒中的风险也很高。

脑卒中该如何预防？

1. 戒 烟 ：戒 烟 不 仅 是 主
动戒烟，同时还要避免被动
吸 烟 。 不 管 主 动 吸 烟 还 是
被 动 吸 烟 都 会 损 伤 血 管 内
皮 ，一 旦 损 伤 ，动 脉 粥 样 硬
化的过程就已经开始启动。

2. 控制体重：身体 BMI 指
数应该小于24，如果超过30就
属于肥胖，如果 24 到 30 之间
为超重。

3. 合理饮食：通常营养专
家都会建议我们，每天要至少

吃五种以上的水果或者蔬菜，
而且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每
人不超过6克。要多吃蔬菜和
谷类。蛋、奶、肉、鱼要适量
吃。油、糖、盐要尽量少吃。

4. 坚持锻炼：每天应该尽
可能保证30分钟的运动锻炼，
让肥胖的身体瘦下来。老年
人可以快走或跳健身舞，或者
游泳，这些都是很好的生活
方式。

孙文澜

突发脑卒中，学会这些可以救命！

高个子，大眼睛……新婚刚两
个月的绍兴 90后小伙，在万家团圆
的元宵佳节这一天，却选择逆行而
上。2月11日，小李提前来到杭州，
开启了一场爱的旅程。

在注射了 4 天动员剂，促进干
细胞到达外周血后。2 月 15 日早
上，小李面带笑容地躺在采集床上，
开始采集造血干细胞。随着血细胞
分离机的运行，小李的造血干细胞
一点点被分离出来，汇聚成一袋“生
命的种子”。经过 4 个半小时的采
集，小李成功捐献 264 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成为我省第 755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这袋饱含希望的

“生命种子”也立刻被送往千里之
外，燃起“生命之光”。

小李是绍兴市柯桥区某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从 18 岁成年那天
起，他便踏上了无偿献血之路，截至
目前，已累计无偿献血 20 多次。
2020年，他在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时，
主动留存血样，登记成为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2021 年 8 月，小李接到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他的血样
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问他
是否还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他的
第一句话就是：“我愿意，没问题！”
后来高分辨配型和捐献前体检都顺
利通过，小李也非常高兴。

一开始，小李家人对捐献造血
干细胞并不了解，担心他的身体，有
点犹豫。经过小李和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地耐心讲解后，知道捐献造血
干细胞不是抽骨髓，过程跟献血小
板差不多，便坚定地支持小李的决
定——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患者送
去“生命种子”。小李的新婚妻子更
是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工作，全程
陪伴他。

采集过程中，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和医护人员还贴心地为小李夫妻
送上了热气腾腾的汤圆，祝福心怀
大爱的小两口永远甜甜蜜蜜、团团
圆圆。

心怀感恩的患者也写了一份感
谢信，委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交给小
李，信中写道：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个
普通家庭一份全新的希望，也感谢您
给了我一个光明的未来。小李看了

感谢信后，激动地说：“能够用自己的
热血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我很高
兴，也祝福患者在这团圆的日子里，
能够早日康复，拥抱美好未来。”

黄慧远

在这团圆日子里，新婚的他为爱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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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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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农民，一生勤勤恳恳，
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年逾耄耋，
却多次奔波在捐赠的路上。

他是一位非遗传承人，69 年来
三入险境救起 4人，年近古稀，这次
他决定要捐献自己的遗体。

在日常生活里，他们只是芸芸
众生中普通的一员，但他们都不约
而同地选择用一生来践行“人道、博
爱、奉献”。

他们，平凡而又伟大。

90岁孤寡老人

先后捐赠10万元

2月9日，余姚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来到低塘街道郑巷村，为一位
九旬老人颁发了捐赠证书。

故事要从去年腊月廿八说起，
老人在外甥的陪同下，顶着寒冷的
冬雨，乘坐三轮车赶来，向市红十字
会捐款 6.5 万元。这已经是老人第
三次捐款了。

老 人 名 叫 郑 天 钦 ，老 伴 已 于
2017年因病离世，膝下也没有子女，
今年已是 90 岁高龄。行动不便的
他有点耳背，担心工作人员听不清，
他一直提高分贝重复地说：“2020年
因为疫情没来，这次我一定要赶在
春节前来一趟红十字会。两年了，
这次我一共要捐款 6.5 万元。”说罢
老人拿出了刚从信用社取出的 4叠

钱，又从几个口袋里掏出了 3叠钱，
一并交予现场工作人员。

早在老人进门时，工作人员就
认出了他。这已经不是老人第一次
捐款了，2018 年和 2019 年，他连续
捐款共3.5万元。

老人一生务农，勤勤恳恳，平时
生活非常节俭，从不舍得多花一分
钱。

“2018年来的时候，我原本要捐
2 万元，是你们工作人员再三劝阻，
才改为捐款 1万元。我现在身体还
行，也花不了那么多。这次你们不
用劝了，就按照我的意愿来，今天我
是一定要捐这笔钱的，否则下次我
还是要再来的！”在老人的强烈意愿
下，市红十字会接收了这一笔沉甸
甸的善款。

年近古稀

曾救过4人的非遗传承人

这次决定捐献遗体

2 月 7 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家人的陪
伴下走进了东阳市红十字会办公
室，庄重地在《浙江省遗体（组织）捐
献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 位 老 人 叫 王 人 造 ，出 生 于
1953年，画水镇画溪村人，是东阳市
玉石雕刻非遗传承人。

王人造自小就深受雷锋精神的

影响，把雷锋视为自己的榜样。在
他前半生中，曾有着 3 次奔赴险
境，成功救起4人的传奇经历。

第一次救人时，王人造只有15
岁。有着良好水性的他以一已之
力救起两个溺水的女孩后，选择悄
悄地消失在夜色中。

今年 68岁的王龙娥就是当年
被王人造救起的其中一个女孩，回
忆往昔，她感慨道：“一开始我们并
不知道王人造就是救人者，直到两
天后，我的父母经过多方途径才打
听到是他救了我们。”

王 人 造 第 二 次 救 人 发 生 在
1992 年。当时一家放着化学原料
的仓库突然着火，并冒着浓浓的黄
毒烟。仓库里的人边往外逃边喊
着：“还有一个人在里面晕倒了，快
去救他。”

这是王人造最危险的一次救
人经历，但当时他脑海中只有救人
的念头，他深吸了一口气，拿毛巾
屏住呼吸，冲进毒烟中，成功将晕
倒的人背了出来。

第三次救人发生在 21 年前。
当时，48岁的王人造在一个工地工
作。一次施工时，工友邵瑞林不慎
碰到了漏电的电缆线。看着他不断
抽搐的身体，周边的工友都不敢上
前营救，只能焦急地大喊“救命”。

生死攸关之际，懂得电力知识
的王人造冲了出来。他先用手背碰

了碰邵瑞林的衣服，在发现衣服上不
带电后，用双手隔着衣服环抱住邵瑞
林，用力一扯将邵瑞林拉离了电线。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邵瑞林至今
仍然万分感动：“王人造就是这样好
的人，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他的救命
之恩，他的事迹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为何突然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
这还要从过年前的一次大扫除说起。
去年腊月廿六，为了迎接虎年新春到
来，他和妻子一起在家打扫卫生，整
理旧物。在整理一叠旧报纸时，王人
造无意间翻到了 2020 年《东阳日报》
的一篇报道——“七旬老夫妻双双登
记器官捐献”。在看完整篇报道后，
王人造萌发了向这对老夫妻学习的
念头。

“人死了什么都没了，火化后就
是一坛灰。倒不如把遗体捐出去，不
仅能为其他人带去治疗的希望，还能
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添贡献。”几
十年如一日热衷公益事业的王人造，
在这一点上想得很透彻，“我只是想
在平凡的生活中不断伸出双手，为社
会做出一点贡献。”

相依相伴45年的妻子许梅菊，在
得知王人造这一念头后也表示了支
持，她说：“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帮助他
人。捐献遗体也是帮助他人的方式
之一，只要他开心，我就支持他。”

谢炅君 张耀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在义乌，有这样一个人，她走在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路上已经十
年了，在参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中贡献着自己微薄的
力量。

她就是程青梅，义乌市红十字
志愿者队队长、浙江省二级应急救
护培训师。今年 50多岁的她，扶老
助残、宣传急救、参与无偿献血多达
百次，并教授了上千场的急救课。

发朋友圈、转微信群

她带货金额至少达50万元

2月 10日 18时 59分，程青梅发
了这样一条朋友圈，“老太太又住院
去了，要用卖鸡蛋的钱付护工费，明
天志愿者会帮忙拿过来 15板鸡蛋，
还是 35元一板，在血站志愿者办公
室自取。虽杯水车薪，但我们一直
都在！”这条朋友圈发出不到一个小
时，450个鸡蛋销售一空。

这是程青梅 2022 年的第一次
带货，帮助对象是苏溪镇 81岁的应
奶奶。应奶奶养了一群鸡，前几天
因病住院，请了一名护工。程青梅
帮应奶奶售卖鸡蛋，用于支付护工
费用。

近 10 年来，她就是通过发朋友
圈、转微信群等方式，无偿帮助困难
群众销售农产品，带货金额至少达
50多万元。

红糖、鸡、水果

她帮助困难群众卖农产品

义亭镇大楼村村民楼根友，年
老体弱、孩子年幼，父子俩靠几块糖
梗地为生。连续十一年，每到红糖
飘香的季节，程青梅就和一群志愿
者义务帮他削糖梗、榨红糖。农产
品只有卖掉换成真金白银，农户才
心安，程青梅和志愿者们往往当场
认购红糖，剩下的带到她自己的办
公室——义乌市中心血站一楼。她
将红糖分装成 5 公斤一小包，标上
价码，由购买者自主付款、提货。由
于产品质量不错，售价与市场价持
平，再加上多年做公益积累的口碑，
红糖很快被销售一空。

她还和志愿者上门帮助一名吴
姓渐冻症患者采摘农产品并售卖。
鸡、橘子、玉米、南瓜、桃子、李子
……家里有什么农产品，程青梅就
帮忙卖什么。

50吨、2400公斤、650公斤

她帮助农户解决产品滞销问题

2020 年，兰溪香溪镇的柑橘滞
销，使很多农户发愁。程青梅知道这
一情况后主动前往香溪，义务帮他们
售卖。确认柑橘的品质、与农户商
量价格……前后忙活了好些天，她
帮香溪镇外董村的农户销售了 50
多吨柑橘，而且还创下了日销两吨
的记录。2021年，外董村村民方少平
和几个亲戚有 2400公斤柑橘滞销，
程青梅又帮忙销售。“程姐这么热心，
我们非常感谢她。”方少平说。

程青梅的事迹传开以后，一些
外地农户也慕名找来。2021 年年
底，绍兴诸暨两名香榧种植户请求
帮忙售卖因疫情滞销的香榧。程青
梅帮忙卖掉 650 多公斤，大大缓解
了农户的压力。

“我是个心大又‘计较’的人”，
程青梅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心大的
她这些年帮助农户卖出了很多农产
品，没赚一分钱，还倒贴了不少。先
垫付资金、卖不完就自己消化这种
情况也时常出现，但是她从来不在
乎，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同时
她又很“计较”，非常在意产品品质、
价格，她认为这样才能细水长流。

程青梅喜欢细水长流，“我也希
望自己能一直细水长流地走在服务
群众的路上……” 丁尚月

红十字志愿者为困难群众“代言”：网络带货，我也行！

百 姓 故 事

他们，平凡而又伟大

健 康 知 识

遭遇危险，别慌！红十字救援队帮帮帮
2022 年春节假期以来，浙

江省多地红十字救援队收到求
助，为走失、受困的群众提供救
援服务，成功挽救数条生命，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

金 华：
纵身一跃，勇救落水老人

2 月 2 日上午，在婺城区乾
西乡杨村池塘附近，忽然传来
断断续续的几声呼救声，行车
经过的金东区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队员陈敬听到后猛然停车。

“当时我正开车去买早餐，
确认听到呼救声后本能地停
车，然后立即去寻找声源。”陈
敬回忆，当时发现一个老奶奶
在池塘中央不停挣扎，而附近
并无一人，这意味着他只能一
个人独立施救。当时室外温度
仅有 2℃左右，陈敬毫不犹豫
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池塘中。紧
急关头，有村民拿了家中的塑
料管前来支援。最后，在众人
合力相助下，老人终于成功得
救。

余 姚：
连夜救回被困女孩

春节期间，余姚市四明山
连降大雪，不少市民上山观景。
2 月 6 日傍晚，余姚市红十字极
速、战狼、众益等救援队纷纷接
到救援求助——“1 名嵊州女
孩在四明山看雪景时走失。”救
援队连夜组织赶往，共同参与

搜救。
由于无法确定女孩的准确

位置，救援队联合当地搜救力
量扩大搜救范围，分为多个小
分队从不同方向进山搜救。深
夜进山本就危险，天又下起了
大雪，路面结冰湿滑，更增加了
救援的难度，但救援队经过 8
个多小时的努力搜寻，终于在
23时 30分，找到了被困女孩。

台 州：
冰雪山道上施救成功

2 月 7 日凌晨 3 点，临海市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接到白水洋
交警中队警情通报，有 7 名进
括苍山观雪的游客被困山间。

闻讯，队员们火速集结赶
往现场救援。山间雨雪纷飞，
救援人员在车轮上装上防滑
链，一路艰难前行。

在距离山顶约 3.7 公里的
山路上，救援队发现一辆轿车
停在路边，车上有 3 名被困人
员。继续前行 2 公里左右，救
援队再次发现一辆被困汽车，
右侧两车轮都掉进了路边的排
水沟，车上有 4 名被困人员。
救援人员随即穿上“冰爪”，踩
着冰慢慢靠近被困车辆，将被
困人员全部护送上救援车。

天黑路陡，雪后山路更是
危险重重。救援人员商议后，
决定等天亮后再下山。早上 8
点左右，经过约 6 小时的紧张
救援，7 名被困人员被顺利护
送到山下。

宗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