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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汪洋是我
市第121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记者 卫
琳）“没想到这么好的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太激动
了。”市民湛汪洋口中的
这件好事，是捐献造血干
细胞。她在中华骨髓库
的入库血样数据与一位
10 岁的血液病患者相
吻合，决定伸出援手。昨
日，湛汪洋在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捐献了258
毫升造血干细胞，她是我
市第121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身为“90”后的湛汪
洋对各种新事物的接受
度很高。2017年，她在
湖南进行献血时，护士向
她询问是否愿意加入中
华骨髓库。当她了解到
这项工作的开展是为了
帮助血液病患者重建正
常、健康的造血和免疫功
能，挽救患者生命时，留
下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和
血液样本。在去年接到
红十字会的通知电话后，
她立即决定为患者捐献。

湛汪洋表示：“普通
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
物，总是有些担心。希望
大家多掌握一些科学知
识，正确看待造血干细胞
捐献。”

此次捐献采取了采
集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
方式，通过向肌肉注射动
员剂的方法将骨髓血中
的造血干细胞动员到外
周血中，再通过血细胞分
离机提取造血干细胞，过
程如同采集成分血一样
简单、安全。因为湛汪洋
的血管较细，采集最初进
行得不太顺利。但想到
小患者还在等待着自己
的造血干细胞，湛汪洋不
断调整心态，放松身体，
最终圆满完成了捐献采
集。

捐献造血干细胞

“90”后
救了位
“10”后

海沧区档案馆

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受到中小学生欢迎
本报讯（记者 张珺 通讯员 冯纪涛 王

晓莉）档案馆暑期实践成了热门，家长们争
着为孩子抢名额。记者昨日从厦门市海沧
区档案馆获悉，今年暑期，区档案馆发布了

“关于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的通告”，瞬间在微
信朋友圈成了热门，不到两个小时名额便被
一抢而空。

“由于报名十分火爆，我们决定在原定
三期30人的基础上，扩充至六期120人。”
海沧区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实践为
孩子们安排了观看《逐梦兰台》宣传片、参观
主题展厅、参与档案工作体验、进行档案问
卷调查、组织“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体
会交流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希望让广
大中小学生走近档案，了解档案。

据悉，厦门市海沧区档案馆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校外实践基地，近年来
在传播历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发挥
了突出作用。2021年6月，随着新档案大楼
的投入使用，“沧海观澜”馆藏精华主题展厅
建成并向公众免费开放，配套设置了档案体
验室、装裱修复室、影像档案阅览室等功能
用房，校外实践功能进一步完善拓展。

他养了只鹦鹉
却被罚款六千元
原来这只“绿颊锥尾”是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经
许可不能饲养

“热血之约”持续21年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再次举办“无偿献血日”活动，两天献血7.5万毫升

7000 200万毫升献血人次

本报记者 汤海波
在接到本次采访任务后，本报实习

生陈鹭晴第一时间表态：“我也要献
血！”

身材娇小的陈鹭晴，一直担心自己
达不到献血条件。“幸好体检时体重等
各项指标全部达标，第一次献血就成功
了！”拿到“无偿献血证”时，她非常激
动。

陈鹭晴是华中科技大学一名“准大
三”学生，也是校学生会干部。交谈中
她说起自己的心愿：希望成为照亮他人
的光。“人一辈子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
情，如果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特
别愿意。”在她眼中，救死扶伤不止在医
护一线，无偿献血也是一种方式，一袋
健康的血液，也许就能让一个垂危的生
命重获新生，让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
燃希望。

迈出无偿献血的第一步，陈鹭晴表
示，自己还年轻，还能献血好多好多年，
她会把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去，用自己
的血液温暖更多的人，为这个和谐美好
的社会多尽一份力。

文/本报记者 汤海波 实习生 陈鹭晴
通讯员 龚小婉 李应卿

图/本报记者 王协云
8月 8日是厦门港务控股集团第

21个“无偿献血日”。一场持续21年不
间断的“热血”之约如期而至。

和往年一样，今年港务职工献血热
情依然高涨，在8日、9日的献血活动
中，有近400名职工报名参加，共计献
血7.5万毫升。值得一提的是，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至今已成功组织全系统
7000余人次参与集中献血，累计献血
量逾200万毫升。

如今，无偿献血已经成为港务人的
习惯和自觉，成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企
业文化的重要部分，更成为“爱心厦门”
的代表符号之一。该集团也因此获评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单位”称号。
献血活动现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杜宏佳向义务献血
职工表达了敬意，感谢他们积极伸出手
臂、不求回报地参与到这项“生命工程”
中来。他表示，集团将持续支持无偿献
血等公益事业，积极履行国企的社会责
任，让“爱心港务”基因不断延续和传
承，汇聚起更大的“爱心厦门”慈善力
量。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一带
十、十带百，更多人凝聚起来，参与到无
偿献血中，便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厦
门港务控股集团团委副书记、党委办公
室副主任宋瑞媛说，越来越多港务职工
选择用涓涓热血为生命护航，同时，大
家也积极化身无偿献血的推广者，发动
亲朋好友一同来加入献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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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活动现场出现了一个熟悉
的老面孔，他就是与“无偿献血日”
相伴21年的“老蔡”蔡建国。今年，
他正好拿到成功献血100次的“认
证”，“退休前最大的心愿终于达
成！”他兴奋地说。

回想起20多年前第一次走进
献血车，蔡建国说，就想着做点好
事，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还做成了

“事业”。不过他也有点伤感，“明年
初我就要退休，不能继续献血了，我
要在退休前最后几个月发起冲刺，
争取多献血小板、多拯救几个人的
生命。”

成功献血100次，对蔡建国来

说并不意味着圆满的结束，而是另
一个崭新的开始。为了“做任务”，
他改掉了一些不太健康的生活习
惯，坚持清淡饮食，保持规律作息，
日复一日运动锻炼，只为保持血液
状态良好。他说，狐尾山、筼筜湖、
仙岳山都是他锻炼身体的跑道，每
个月能跑两百多公里。

透过蔡建国的献血证中那一行
行数字记录，仿佛能看到殷红的血
液挽救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他说，

“献血救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
得把它做好做扎实了。”虽然要退休
了，但他说，会继续做志愿者，为无
偿献血事业发挥余热。

本报实习生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

希望成为
照亮他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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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职工参与无偿献血港务职工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市民养了只鹦
鹉，却被没收并罚款6000元——近日，厦门
市湖里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队处理了一起
饲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案件。

今年4月27日，湖里自然资源综合执
法大队根据举报线索，在当事人陈某的经营
场所内查获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绿颊锥
尾”（俗称“小太阳鹦鹉”）。由于当事人无法
提供国家林业机关批准的驯养许可证明，其
行为属于非法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经调查，该鹦鹉是他人赠与，虽然当事
人对相关法律不知情，但难逃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厦门
市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相关
规定，7月29日，湖里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
队向违法当事人陈某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依法没收涉案“绿颊锥尾”，并处
罚款6000元。

执法人员介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范围的所有鹦鹉，若没有国家林业机关
审核批准擅自饲养，均属违法行为，情节严
重的将涉及刑事犯罪。建议饲养鹦鹉或想
要饲养鹦鹉的市民朋友自行对品种进行查
询，若发现饲养的鹦鹉是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请拨打野生动物救护热线：
18006006099，主动上交将免于处罚。

““绿颊锥尾绿颊锥尾””鹦鹉鹦鹉。。
（（湖里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队湖里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队 供图供图））

特写

老面孔 他成功献血百次

去年新入职港务系统的陈锐8
日一早就来到港务大厦。此次，他
还带动了不少像他一样的新职工一
同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陈锐献血的理由很质朴：既然
献血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不良影响，
又能间接参与救人，那就去做吧！

同时他道出了大多数年轻职工
的心声：多年坚持献血的老同志的
先进事迹，给后辈带来了许多正能
量，那种源自内心、坚持不懈的助人
奉献之心，令人由衷佩服和感动。

“作为港务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要
主动站出来、走上前，勇敢接棒，把
好‘家风’延续传承，踊跃献血救助
更多生命。”陈锐说。

“以后我还想捐献更多的血液，
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希望自己能像
前辈们一样，在无偿献血这条路上
一直坚持下去。”陈锐说，为了这个
目标，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保
持着健身的习惯，保持良好的身体
和血液状态。

新职工 他感念老同志的奉献精神

活动
融入了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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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图为
厦门港务
小海豚合
唱团现场
带来精彩
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