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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社区公益

日·快乐牛婆塘”公

益组织巡展热闹开场，

上演了民间版“跑男”；

中秋节，志愿者热情

地拿起月饼递给失独

老人，端上一杯爱心

茶，与老人们一起聊

起以前的岁月；冬天，

志愿者们走访贫困困

难家庭。

这样温馨暖 人的

场景四季都在长沙东塘街道牛婆塘社区上

演。而这一切都源于 9 年前，牛婆塘社区

党委书记、长沙红十字会志愿者梁雁的“吃

螃蟹”之举——率先把长沙市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引入到基层，志愿者的到来为社区

群众提供了更加多元、精细、高效的服务。

梁雁于 2011 年调入牛婆塘社区当党委

书记，年仅 25 岁的她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小

巷总理”。

牛婆塘是长沙城区中心地段的一个老

旧纯居民社区，共有 3092 户人家，近万人

口，社区有不少残疾、低保、两劳人员、失

独家庭等困难群体，社区每年办理的临时

救助就占到东塘街道的 60%。但当时社区

工作人员只有 9 名。

人手紧，困难群众多怎么办？敢想敢干

的梁雁在和上一任书

记商量后，率先把长

沙红十字会志愿队引

入社区服务居民，并

且自己也加入到了志

愿者的队伍。

红十字 会志 愿队

到社区后，“微笑扶老”

“博爱超市”“健康生

活馆”等一批围绕关

爱空巢老人、残疾人

等群体的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纷纷开花。为孤寡老人送去棉被，为

贫困户家庭发放爱心物资，为辖区青少年

组织急救知识讲座等爱心服务和活动，深

受社区居民的欢迎。

梁雁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群众排忧解

难。2017 年，梁雁和同事深夜救护社区

一位中风老人的事迹，被热心居民拍下

并发到微信群后，刷爆了社区居民的朋

友圈，牛婆塘“最有人情味社区”的美

誉传播开。

如今的牛婆塘社区已形成社区服务中

心、社区红十字会、社区单位、志愿者服

务队四位一体的志愿服务格局，梁雁说，

下一步她将更充分的把红会精神运用到基

层工作，深入推进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

谋更多福祉。

49 岁的顾晓芳身

上有很多标签：麻醉

科医生，株洲市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还有一个最

特别的一个身份，那

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系

统首位捐献“生命种

子”——造血干细胞

的常务副会长。12 月

8 日，顾晓芳作为志

愿者代表参加了省红

十字会第七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 

2015 年，顾晓芳从医生转变为群团工

作者，在她看来，“身份变了，但职责类似，

都是为他人点燃生的希望。”她曾亲历一位

母亲带着患白血病的孩子来红十字会申请

救助，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等到合适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孩子还是离世了。

“我至今记得孩子和她母亲绝望的眼

神。”顾晓芳说，这个眼神深深刺痛了她。

2017 年 6 月 12 日，顾晓芳填写了申请表，

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2019 年的 6 月，顾晓芳被告知，她与

广西一名 8 岁的重型血液疾病患者初配相

合，希望她能给予帮助。

“我是全国唯一一个和这个孩子配型成

功的人，这是我跟孩子的缘分。”顾晓芳说，

作为红十字会专职工作者，她深知造血干

细胞初配成功概率最多只有几万分之一，“我

当然愿意去救这个孩子。”

她毫不犹豫地配合省红十字会骨髓库

工作人员完成了高分

检测、体检等流程。

8 月份，中华骨髓库

传来好消息，顾晓芳

的 检 测 结果 全 部 符

合捐献要求。

注射动员剂、预

充管道、采集造血干

细胞，“一开始我有点

紧张，因为年龄偏大，

最初扎针后，腰部感

觉有些酸胀，但现在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不适了。”

顾晓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随着

医疗技术的发展，采集造血干细胞已经可

以做到简便无痛苦，完全不必担忧。

“捐献是完全自愿的，志愿者在任何阶

段都有退出的权利，但是如果临时退出捐

献会打乱患者的治疗计划、增加治疗费用，

更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正是这次捐献，

让她能更加设身处地开展宣传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

顾晓芳说，好消息现在已经传来，她

捐献救治的孩子手术成功，正在康复。孩

子母亲还特地给她写来了一封长长的感谢

信，“这次捐献不止挽救了女儿，也挽救了

我们整个家庭。”

在她的带动下，2019 年，株洲市造血

干细胞捐献资料入库数达到 726 例，创历

史新高。“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捐献队

伍。”顾晓芳说。

“ 人 道、 博 爱、

奉献是红十字精神，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意

念去援疆的。”12 月

8 日，刚刚结束援疆

回湘的李映兰参加省

红十字会第七次全省

会员代表大会。一年

半前，她自愿报名援

疆，来到对口支援单

位——新疆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学科建设、

培训护理人才、结亲帮扶……李映兰

在新疆这片广阔的土地里不遗余力

的献“智”与“力”。

“援疆不止要输血，更要造血。”

5+2、白加黑是李映兰在援疆时期的

常态。她充分发挥自己在学科建设、

专业建设、临床护理等工作上的优

势，培训护理护理人员 3000 余人，

培养科研骨干近 60 名，为新疆医科

大护理学院成功申报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他们的资源和平台相对来说会

弱很多，尤其是基层医院的护理人员

很难得有提升和培训的机会。”为提

升全疆护理水平，李映兰利用假期去

新疆医科大 3 个附

属医院、吐鲁番人

民 医 院 等 病 区 进

行临床护理指导。

2020 年 7 月，

新 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出现反复，作为

医护人员同时是红

十字志愿者，李映

兰 投 入 抗 疫 主 战

场，体温监测、错

峰就餐、宿舍消杀、

核酸监测、心理健康管理、教学活动

管理等，悉心守护了数千名孩子的安

全与健康。

50 余天全程奋战在高校防疫一

线，每天步数超 4 万步，李映兰把办

公室当成了家，饿了吃方便面，困了

在沙发上合合眼，就连女儿生产后坐

月子，她也没能陪护，但她并不遗憾，

“有了大家的安全，才有小家的安全，

女儿也很理解我”。

对于李映兰来说，援疆不只是诗

和远方，更是勇气与担当、责任与使

命、奉献与情怀。“能为新疆的卫生

健康事业和护理教育事业做贡献，我

充满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最年轻的“小巷总理”率先把社会志愿组织引入基层

48岁的她为 8岁患儿捐献造血干细胞

带着红十字的精神去援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在红十字

会， 有无 数 感

人 故 事。” 自

从加入株洲市

红十 字 会， 高

兰坚持用文字

诠 释人 道、 博

爱、 奉 献 的 红

十 字 精 神， 一

写 15 年，在株

洲红十字 会官

网和公 众 号上

都留下了她的笔触，累计近 200 多万

字。12 月 8 日，湖南省红十字会第七

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高兰荣获先进个

人称号。

46 岁的周靖之是湖南省株洲醴陵

市人，曾先后 7 次无偿献血。2005 年，

他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这一善举挽

救了一位新加坡华裔，成为湖南省首

例、全国第三例造血干细胞跨国捐献

者。负责联络此次捐献对接的人正是

高兰。

起初，周靖之的捐献行动不被家

人和邻里理解，对此，高兰多次沟通

游说，在其村里进行疑问解答，最终

获得了村民们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认

识，也坚定了周靖之捐献的信念。“直

到现在我和他还一直保持联系，他常

说‘做了善事以后，人的格局也大了’。”

高兰笑着说。

2015 年 12 月，高兰考取器官捐

献协调员证，成为株洲市红十字会器

官 捐 献 协 调 员。

“一边是逝去，一

边是重生，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

是这场生命接力

的‘ 摆 渡 人’。”

今年 10 月，41 岁

的株洲男子刘志

敏因为交通事故

造 成 " 脑死亡 "，

家属在万分悲痛

之余，决定让其

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续。“这是一种

奉献精神，也是一种大爱。”

 经历一次次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高兰对器官协调工作有了更深的了

解，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红会人的使命

与担当，“我们要加大传播力度，让更

多人知晓捐献的意义，器官捐献的公

益性宣传任重而道远。”

写材料、做宣传、救护培训、器

官捐献协调、志愿服务一线，总有高

栏忙碌的身影。今年初，新冠疫情暴发，

当得知很多小区需要帐篷，她第一时

间拉起一支 40 人的公共事件突击队，

志愿者们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帮助

社区工作人员搭帐篷，为株洲市全区

建起了 135 个“红十字”暖心房。“当

时防护设备紧张，身边很多人为我们

担心，怕我们感染新冠。”参加了无

数次救灾活动的高兰，心里很清楚，“红

十字会的救灾活动都是有风险的，既

然选择了就要风雨兼程，无惧风险。” 

当好生命接力的“摆渡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红十字基层组织代表：梁雁 (长沙市雨花区牛婆塘社区党委书记 )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顾晓芳 ( 株洲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常务副会长 )

会员代表：李映兰 (中南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南丁格尔奖推选人 )

先进个人代表：高兰 ( 株洲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

顾晓芳（左）捐献造血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