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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献血总量高达7000cc，
湘妹子用热血传递“生命火种”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6 月 14 日，世界献血者日。距离首次设立该纪念日，
已经过去了 20 年。

20 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挽袖的人从青丝到
华发，血液再生了无数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也不断延
续着。据湖南省 2023 年数据显示，近 3 年来，全省无
偿献血 226.5 万人次，献血量 7.3 亿毫升，千人口献血
率11.2‰。无偿献血，让全省人民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每一次献血、每一次血样留存，都会给另一个生命带
去希望。在第 20 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一位热血湘妹子，记录她传递“生命火种”
的故事。

新闻多一点

@献血志愿者：本人或直系
亲属用血享受优先待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长沙

血液中心获悉，自 1998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施行以来，湖南省无偿献血事

业取得快速发展。截至 2023 年，

25 年时间，湖南省无偿献血人

次由 1999 年的 55618 人次增长

到 2022 年 的 664462 人 次， 献

血总量由 1999 年的 80073 单位

增长到 2022 年的 1223199 单位，

目前有献血超过 100 次的无偿献

血者 1815 人，临床用血 100%

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有效保证了

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

该中心告知所有献血者，无

论何时何地参加过无偿献血，只

要本人或直系亲属需要用血，都

能享受优先用血的待遇。

公民在本省无偿献血，献血

者和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

在任何地方用血时向医疗机构

交纳的用血费用，凭《无偿献血

证》、居民身份证、医疗机构出

具的用血证明和用血发票等证

明材料，到颁发《无偿献血证》

的血站按照下列标准报销：

（一）献血量累计在 900 毫
升以上（含本数，下同）的，献
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
用血的费用，献血量累计在 600
毫升以上不满 900 毫升的，报
销献血量三倍临床用血的费用，
献血量累计在 600 毫升以下的，
报销献血量二倍临床用血的费
用；

（二）除献血者本人按照前
项规定报销用血费用外，献血者
的配偶、父母、子女还可共计报
销献血量等量临床用血的费用。

湖南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助逾万名患者重获新生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姚赛兰）

6月11日，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

条例》宣传月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

行。 

近年来，湖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人数逐年上升，截至今年 5月底，我省人

体器官捐献累计登记人数已达 25.8万余

人，实现器官捐献 3963 例，帮助 1.05万

余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今年 5月23日晚，来自江苏镇江的张

素英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在长沙一家医院

安详离世。生前，老人签署了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书。 

张素英的女儿介绍∶“妈妈曾患有肝胆

结石、胆总管结石，经历了3 次手术，切

除了1/4 肝脏，体内装了人工胆总管。去年，

从手术室出来以后，她就告诉我们，她的

第二次生命是国家给的，希望将来能把遗

体捐献出去，帮助治疗更多的人……” 

因儿子在长沙工作，张素英从江苏来

到长沙和儿子一起生活，并一直打听遗体

器官捐献怎么登记、到哪里去登记。最终，

她如愿完成了登记，老人的孩子们也都尊

重母亲的选择。

 5月24日凌晨，接到老人离世的消息

后，红十字会志愿者刘玉芬立马联系爱尔

眼科接收登记站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

工作人员，一同赶往老人所在医院，共同

完成了老人捐献角膜和遗体的心愿。

 “今年 5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捐

献和移植条例》，对促进器官捐献和移植

事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省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邱梦丹介绍，作为首批试

点省份，湖南在器官捐献手术的例数和相

关宣传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挽救了无数

生命垂危的患者和痛苦的家庭。

八旬老人采蘑菇迷路，警民花 44 小时寻人成功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武）

近日，邵阳武冈湾头桥镇铜湾村村民

张荣华给辖区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

感谢民警伸出援手帮其找回八旬老父。

此前，张荣华 80 岁的父亲上山采蘑菇

迷路，辖区派出所迅速联合周边村民，

同步利用警犬、无人机展开全方位寻

找。44 小时后，警民成功找到老人。

不久前，湾头桥派出所接到张荣

华报警称，他父亲张老布上午进入屋

后的牛牯岭采蘑菇至今未回，请求派

出所援助。接警后，民警考虑到老人

进入大山已有七八个小时，如不能及

时找到，老人恐怕有危险。鉴于情况

紧急，民警迅速发动老人家属、周边

群众及政府干部进行寻找。

民辅警一起进山寻找，一直到晚

上都没有找到。“我们带着警犬在山上

找了一天，发动老百姓、村干部一起

有二十多人到山上寻找，都没有什么

收获。最主要是下大雨，警犬的嗅觉

可能受到影响，给寻找增加了很大的

难度。”民警介绍，过去三十多个小时，

老人依然没有找到，鉴于老人高龄且

天气恶劣，家属非常担心。

“第三天没有下雨了，市局派出热

成像无人机，发动了民兵排，总共有

五六十人出动，一直到下午两点左右，

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老人。”民警说，

老人被找到时，体力严重不支，手脚

有明显外伤。民警迅速组织群众将老

人护送下山，家属紧急将老人送往医

院接受治疗，所幸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派出所马上出警，找到了我父亲，

我非常感谢他们。”张荣华说。

资讯 >

儿子的一句话开启她的献血路
5月 20 日，一个充满爱的日子。今年

49岁的谢吉云来到衡阳市中心血站，和半

年前一样，她又一次成功捐献了400cc 的

全血。“每一次献血都是两个生命的‘双向

奔赴’，只要我的身体状况允许，我就会

一直坚持下去！”

用血液挽救生命，曾给谢吉云留下过

最深刻的记忆。二十多年前，她的母亲因

为胃部疾病大出血，命悬一线。那时，谢

吉云带着大儿子守在医院，靠着亲属和好

心人的输血，才救回了母亲的一条命。

不久后，谢吉云送要上小学的儿子去

体检，路上经过了一辆献血车。“妈妈，你

能不能去献血，万一以后外婆再有什么事，

就不担心了！”孩子的稚语点

醒了谢吉云。“献血是救人

的大事。”于是，她上了车，

第一次成功献血。

此后，每隔半年，谢

吉云都会雷打不动地去血

站，既是满足孩子的愿望，

想给他做个榜样，也是想力

所能及地“拯救生命”。“我平时

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基本每次去都

能献成。只有一次失败，让我印象

深刻。”

2008 年 5月12日，汶川突发地震。“没

想到这么惨烈，许多孩子没能跑出教室，

一些幸存的孩子也没了家人

……”谢吉云看着电视里

播报的新闻，已为人母的

她决定为灾区民众做些什

么——灾区缺医少药，血

液肯定也是救治幸存者紧

缺的资源。

于是，谢吉云急忙找到

离家最近的献血车，结果却令她

感动不已：车前已排起长队，密密

麻麻，都看不清队伍最前面。轮到

谢吉云时，负责抽血的护士告诉她：献血

的人太多，运血车都装不下了。“原来这条

助人之路，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同行。”

带着两个孩子当无偿献血志愿者
谢吉云的爱心之路走了19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她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

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于是，她毫不犹豫

地留下一份血样，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直至今日她都清楚记得，那份“入库”后

获得的“荣誉证书”上的寄语：“希望你坚

持自己的初心，挽救他人的生命。”

谢吉云的期望在不久后实现——在她

的带动下，儿子和女儿都将献血作为自己的

“成人礼”，全家献血总量已经有 7000cc，

并将血样登记进了中华骨髓库。2019 年，

儿子接到电话，他的高分辨配型成功了。“我

们一家都很高兴，开始做捐献准备。”

一年后，正值新冠疫情期间，医院传

来消息，受捐者身体状况适合移植。谢吉

云和儿子都紧张起来。

“我们在酒店连空调都不敢开，也不敢

乱走动，就怕被感染影响捐献。”2020 年

5月20日，谢吉云儿子在湖南省人民医院

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挽救了一个 8

岁男孩的生命。后来，谢吉云收到男孩手

写的感谢信，歪歪扭扭的字迹，却包含着

新生的喜悦。“希望爱的种子在孩子们的

血液中生根发芽。”

如今，除了半年一次的献血外，谢吉

云还加入了衡阳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宣传

服务分队，她想让更多人加入献血的爱心

队伍里来。“以前很多人对造血干细胞有

误解，还以为是捐献骨髓，如果少一点误

解，也许就多一份爱心，多救一条命。”

谢 吉 云（ 右 ）
和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