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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文亮：学医让我对献血有种责任感

本版文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慧慧 通讯员 孙春莲

42岁的房文亮是滨州市沾
化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
从业至今已有20年，岗位从外科
到麻醉科，一身白衣从未离身。

“第一次献血是在济南，应
该是学医的缘故吧，明白血液是
生命的源泉，出于救死扶伤的职
业道德，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
房文亮告诉记者，2001年他还在
上大学，在学校参加了无偿献血
活动，献血200毫升，“能够帮助
一个人，感觉非常骄傲。”

这次献血经历也给了房文
亮信心，让他觉得自己的白衣生
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坚
定了他一生行医的信念。

此后，房文亮的献血足迹一
步步踏实向前，从未停止。

参加工作之后，见过的病人
越来越多，有轻症，有重症，渐渐
地房文亮对献血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我太理解血液对于一个
生命垂危的病人意味着什么。”

他在生活中宣传无偿献血
的好处，鼓励周围的同事和朋友
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如今，献血成为房文亮的一
种习惯，到时候不献就像没有完
成任务一样，献血后又有一种满
足感，为自己又帮助了别人而心
生满足。 房文亮在献血。

朱鹏飞：做无偿献血的义务宣传员

朱鹏飞是滨州市中医医院的
一名医生，2002年上大学期间开
始第一次献血，20年来一直坚持
定期捐献，累计献血量26200毫
升，三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获得“全国无偿献血终
身荣誉奖”。

作为一名医学生、医务工作
者，朱鹏飞深知无偿献血的意义
所在，所以选择了坚持。在朱鹏
飞看来，无偿献血是一件利国利
民的大事，输血作为临床医疗救
治的重要手段，挽救了无数患者
生命。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血
液病、外伤车祸导致的大出血、各
类重大疾病进行手术治疗等都必
须通过输血救治才能维持生命，
血液的需求也逐年增多。但是，
目前尚无人工合成的血液替代
品，只能靠健康人群定期无偿捐
献才能满足使用需求。每一次想
到患者因及时输血而得到救治，
朱鹏飞的心中就会油然升起一种
自豪感，这更加坚定了他坚持无
偿献血的决心。

经常会有人问起，无偿献血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朱鹏飞就会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为大家解
说，无偿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损
害，反而有很多好处。“献血可适
当降低血液黏稠度，可预防和缓
解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促
进新陈代谢。”朱鹏飞说，最重要
的是，它可以挽回一个个因疾病

摧残而可能破碎的家庭，让自己
的心灵得到升华，让爱得到延续。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朱鹏飞
也以身说法，做一名无偿献血的
义务宣传员，动员身边同事、亲朋
好友以及服务对象等，早日加入
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为更多的
患者重获健康奉献一份爱心。

朱鹏飞在献血。资料照片

石海霞：健康的血液是最珍贵的礼物
36岁的石海霞已经从事临

床医疗工作13年了，最初接触献
血还是在大学期间，“经常在校园
里看到献血车前排着长长的队
伍。”

后来，她仔细阅读了无偿献
血的宣传册，也在献血的校友介
绍中，逐渐了解到献血的注意事
项，同时也意识到爱心献血可以
帮助到更多人，身为医学生的她
责任感油然而生，从此成为爱心
献血者队伍中的一员。

“第一次献血是在烟台，和舍
友一起选择了捐献血小板。”石海
霞说，因为了解到献血小板对身
体素质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当时
符合条件的人相对而言要少，导
致采集量有限，“我那时年轻身体
好，觉得只献全血一年最多可以
献两次，献血小板一年中还可以
反复多次采集，可以更好地帮助
别人。”

话虽如此，回想起第一次献
血的情景，石海霞笑言还是有些
紧张：“从小没有输液经历，献血
的时候看到针头还是有点害怕。”
看着自己的鲜血从体内流出，循
环后又回输到体内，伴着手臂微

微的胀感，石海霞感到自己手心
全是汗，她和舍友相互鼓励着，全
程按照采集人员的指导反复握
拳，最终顺利完成了采集。

上班后，近几年石海霞一直
在消化血液内科工作，亲眼看到
数不清的病人通过输血挽救了生
命，更加意识到血液的重要性，但
同时也感受到些许无奈。“因为血
液不是药品，它的来源完全依赖
于健康人的捐献，血库告急的时

候往往更能感受到献血的重要
性。”

基于职业经历，也因为自己
投身其中，石海霞深刻感受到，健
康的鲜血是我们能赠予社会的最
珍贵的礼物，也是对自身健康与
家人救治的一种保障，“众人拾柴
火焰高，爱心献血也是一件需要
全社会参与的事情，为了许许多
多需要延续生命的人和未来可能
需要帮助的我们自己。”

工作中的石海霞

孙志强：在抢救一线救命
在献血一线奉献

工作中的孙志强

自2004年至今，孙志强一
直在阳信县中医医院手术室负
责麻醉工作，进手术室的患者
往往病情危急，他也几乎每天
都奋战在抢救一线。

2008年的一天中午，临近
下班，突然来了一名急诊患者，
20岁左右，车祸，肝脾破裂，失
血性休克，多发性骨折。“我到
现在都记得，患者当时血压非
常低，随时有生命危险。”孙志
强说，医院立即开放了绿色通
道，紧急手术，“打开腹腔全是
血，术后计算出血量大约2000
毫升，也就是说他身体几乎一
半的血都在肚子里了。”后来，
经过多学科会诊，患者平安
出院。

这件事对孙志强的触动非
常大，他眼看着一个20来岁的
年轻人因为抢救及时、输血及
时起死回生，“他的人生才刚刚
开始，如果输血不及时，很可能
是两个结果。”

于是，孙志强开始了自己

的献血生涯。当年4月，他与另
外两名同事一起进行了第一次
献血。“随后就发生了另一件更
加触动我的事情，汶川大地震
导致太多人死伤，我从新闻上
得知后非常痛心，也非常想去
一线救援。”孙志强觉得，总得
为社会做点有用的事，“从此我
开始坚持规律无偿献血，到点
就去献。”

工作近20年，孙志强见过
太多因失血性休克来不及进手
术室的患者，也见过更多在手
术室经过输血治疗起死回生的
患者。常年从事一线抢救工
作，他比谁都清楚血液对患者
无法替代的救治作用，也知道
血库经常不足。“我们医院每年
都会组织献血活动，同事们也
都积极参加，我也动员妻子坚
持献血。”孙志强说，“献血无损
身体健康，对献血坚持也是我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一种职
业自觉，还是希望大家都能积
极对待吧。”

李围围：献血是一件自然的事

工作中的李围围

43岁的李围围是滨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小营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
员，已经从事药剂师工作25年。

她的第一次献血发生在
1998年，“当时还是学生，学校
组织集体献血，我本身学的专
业就跟医学相关，而且也达到
了献血年龄，参加无偿献血也
是个比较自然的事儿”。

之后，除了怀孕期间，李围
围的爱心献血记录从未间断。

2007年前后，父亲患血液
方面的疾病住院治疗，多次进
行输血，诊疗费用也比较高。

“咱们无偿献血者的相关受益

人患病有免费用血的政策，我
试着进行了申请，当时就报销
了一部分费用。”具体报销了多
少钱，李围围已经记不清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对我们家
来说是一笔及时的支援，减轻
了我们的负担。”

坚持献血多年，李围围的
弟弟妹妹也受她影响，经常参
加爱心献血。“每次献血后，工
作人员都叮嘱献血后的注意事
项。”李围围说，工作人员的嘱
咐很贴心、很暖心，“感觉大家
都在为献血这件自然的事儿而
努力，也希望我的血液能够救
助更多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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