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屿集团员工刘晓东早早到
达活动现场，穿上“红马甲”，忙着
整理集团为爱心人士准备的慰问
品。自2019年加入象屿集团以来，
刘晓东每年都会参加“中华血·两岸
情”母亲节两岸同胞无偿献血活动，
并且每次都有两个身份——志愿者
和献血者。“一想到可以奉献自己的
力量，去帮助急需输血的病人，去挽
救生命，就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
义。”刘晓东说，“象屿集团倡导员工
在自身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每年义务
献血一次。集团参与主办献血活动
也让献血变得更加方便，我就想着
担任志愿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
务，帮助更多人科学认识无偿献血，
积极参与进来。”

献血车上，厦门现代码头有限
公司员工苏赞银熟练地卷起袖子
……不一会儿，鲜红的血液顺着导
管缓缓流入血袋。这位老党员同
样是活动的“熟面孔”了。“我第一
次献血是在部队的时候，参加这个
活动也好几次了，能够尽己所能帮
助别人，何乐而不为？”苏赞银笑
道。今年，他所在的企业有10名
员工一同前来。“这几年母亲节一
临近，就有员工主动来问献血活动
哪一天举办，大家都很期待能来这
里献爱心。”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
司综合部经理助理陈光颖告诉记
者，“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员工
前来，有的员工每一届都坚持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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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2800 毫升，1990 年出
生的钟育男年纪不大，却是一名
从 2009 年 就 开 始 献 血 的“ 老
兵”。2016年加入象屿集团后，他
更是常年参加“中华血·两岸情”
母亲节两岸同胞无偿献血活动，
撸起袖子传递大爱。今年1月30
日，这位爱心先锋还勇当救火队
员，成功应对一起电动自行车充
电桩起火事件。

当晚20时许，钟育男带孩子
在厦门某小区散步。“走着走着突
然看到一团亮光，发现小区里的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起火了。”钟育
男回忆，起火点附近电动自行车
很多，加上当时天气冷，车上有挡
风被，火势很快就大了起来。面
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钟育男临危
不乱，迅速找到小区内配备的灭
火器，冲上去控制住了火情。

第一时间站出来，钟育男凭
的是一颗火热的心；第一时间处
理险情，钟育男靠的是在象屿练
就的一身真本领。“我在象屿产发
集团园区中心综合管理部工作，
公司非常重视对我们进行安全意
识、安全技能培训，我参加过多次
消防安全培训，对灭火器的使用
比较熟悉，在当时的情况下理应
冲上去。”提及当天的情况，钟育
男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灭火后，钟育男悄然离场。
事发小区物业两个多月后才找到
这位见义勇为还不留名的年轻
人。“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还是会
冲上去。”钟育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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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累计献血量超85万毫升
擦亮爱心献血公益品牌

传递大爱 为生命加油

公益活动点亮城市文明之光

第九届“中华血·两岸情”母亲节两岸同胞无偿献血活动昨日举办

本组文/
本报记者 郭睿
过完母亲节，

走进献血车，用实
际行动接力奉献、
传递大爱，为生命
加油。昨日，第九
届“中华血·两岸
情”母亲节两岸同
胞无偿献血活动在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举行。近200位爱
心 人 士 共 献 血
52800毫升。

“中华血·两岸
情”母亲节两岸同
胞无偿献血活动，
是厦门市十大献血
公益品牌之一，九
年来累计献血量已
突破85万毫升，成
为“爱心厦门”的一
道亮丽风景。本届
活动由市总工会指
导，中国（福建）自
由贸易试验区厦门
片区工会委员会、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
公司、厦门市中心
血站、（台湾）中华
厦漳泉文化交流协
会主办。活动现场
还设置主题教育展
区，营造深学笃行
的浓厚氛围。

“经过九年培育，‘中华血·两
岸情’母亲节两岸同胞无偿献血活
动已经成为规模化、品牌化的公益
活动。它带来的不仅是现场捐献
的血液，活动开展过程本身也是对
无偿献血的宣传，每年都会有人受
现场氛围的触动加入进来。”厦门
市中心血站宣传招募部主任、厦门
市无偿献血者协会秘书长曾晓新
告诉记者，“当前厦门血库血量吃
紧，希望能有更多爱心单位、爱心
企业组织团体献血活动，我们的献
血预约热线是2219260。”

今年也有在厦台胞参加了这

个爱心活动。“活动每年都有台胞
积极响应，充分体现了海峡两岸
血浓于水的情感。”（台湾）中华厦
漳泉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程威表
示。

以爱筑城，彰显国企担当。自
2015年以来，象屿集团以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为契机，打造爱心公益平
台，培育志愿服务文化，推进“爱心
厦门”建设。象屿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集团将进一步擦亮“中
华血·两岸情”母亲节两岸同胞无
偿献血活动品牌，为点亮城市文明
之光持续贡献国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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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屿人既当志愿者也当献血人

本报讯（文/图 通讯员 许淑芳
魏雪真 记者 邵凌丰）5月14日，在
翔安区内厝镇党委政府、上塘社区
党委与居委会、上塘社区老人协会
和理事会的指导下，智宇孝老集团
运营的上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为
辖区内72对金婚夫妇举办了“同甘
共苦五十春，古稀之年庆金婚”50
年金婚庆典活动。

活动现场充满幸福气息。锣鼓
声响起，金婚夫妇携手走过长长的红
毯。当他们穿过象征着幸福的拱门，
工作人员拉响礼花，现场掌声如雷。

本次庆典主要分仪式和宴席两
个环节。活动开始时，内厝镇领导
致辞，为老人们送上问候，舞蹈队、
腰鼓队及小朋友一齐来助阵，为老
人载歌载舞，送上美好祝福。随后，

主持人邀请金婚夫妇分批走上舞
台，当金婚丈夫把手捧花送给自己
妻子的那一刻，全场响起了热烈掌
声。金婚夫妇还获颁金婚证书。在
宴席上，一位老人表示：“像我们这
个年纪的人，年轻时吃了不少苦，没
想到老了居然可以参加这么有仪式
感的金婚庆典，真的很感动。”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机会弥
补以前的遗憾，为我们补办这场‘婚
礼’。”许爷爷激动得热泪盈眶。近
年来，内厝镇为了真正为老人办实
事，整合各方面资源，常态化开展特
色系列活动，积极举办金婚仪式等
具有深远纪念意义的活动，让村民
群众共同感受优良家风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提高老人的归属感及幸
福感，营造出良好的村居氛围。

携手走红毯 穿过幸福门

72对金婚夫妇重办“婚礼”
上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举办50年金婚庆典活动

游文晃一家的感人事迹，在湖
里区税务局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
响。“游文晃一家是平凡人，却做着
不平凡的事，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
力所能及地献出一点爱心，就能帮
助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纷纷表示。

这些年，游文晃加入了全国学
雷锋讲师团、福建省和厦门市老兵
宣讲团、厦门市好家风宣讲团等许
多宣讲队伍，一有时间就到学校、社
区宣讲。仅今年三月学雷锋月，他
就参加了23场宣讲活动，足迹遍布
厦门、三明等地。许多学生听完宣
讲给他写信，表示要向“游好人”学
习，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令游文晃
非常开心。“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有

好家风引导他们做好事、走正道，我
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他说。

受过他们一家帮助的孩子，有
许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也在默默
奉献社会，把“游好人”一家的爱心
延续、传递出去。受捐者张丽毕业
后在安养院当护理员，多年坚持为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服务，被授予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爱老敬
老助老模范”等称号。受捐者朱光
燕正在读大学，在课余时间积极参
加福州团市委组织的辅导留守儿童
课业，参加民间救援组织的防溺水、
寻找走失人口等志愿活动，效仿游
文晃学雷锋、做好事，用力所能及的
方式实现自己对社会的回馈。

爱的延续：受助者加入慈善队伍

“过去28年里，我和家人通过
各地妇联、慈善机构资助了1186位
孤儿贫困生和孤寡老人，捐出1030
多万元。我们全家人都支持做善
事。”游文晃说。

游文晃是一名退役军人。在部
队时，他被雷锋事迹深深感动和影
响，立志要向雷锋学习，终生奉献，
服务社会。从部队退役后，他担任
企业消防队队长，在工作之外，见义
勇为扑灭51起火灾，保护了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1996年，他的战友患病去世，
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因心脏病丧失劳
动能力的妻子，还有治病欠下的巨
额债务。眼看着孩子面临辍学，心
有不忍的游文晃伸出援手，从此踏
上了爱心路。

为了帮助弱势群体，游文晃变

卖了一处55平方米的店面，创作油
画义卖所得一分不留全部捐献，他
还把伤残退养金、工资收入的90%
节省下来做慈善，全家人的生活开
支能省则省。“最初，我的妻子和儿
子也不理解我做这些事。我带他们
到连城贫困山区，当看到孤儿吃盐
巴拌饭，睡泥土地板，他们都心酸流
泪。”游文晃说，从那以后，他们全家
人一起投身慈善。

妻子陈新红经常陪着他到贫困
山区去看望孩子。每逢秋季开学前
夕，她就早早提醒游文晃要把助学
金准备好。遇到过年过节，她总催
促游文晃：“快去看看孩子们缺什么
衣服，我陪你一起去挑点给他们送
去。”儿子游超凡向爸爸学习，用自
己的压岁钱和暑假打零工赚的钱参
加资助。

爱的缘起：带动家人一起献爱心

全国文明家庭游文晃、陈新红夫妇：

28年捐出上千万元

本报记者 卫琳
在2023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来

临之际，“全国文明家庭”荣誉获得者游
文晃应湖里区文明办邀请，于5月12日
走进湖里区税务局宣讲，讲述其一家人
28年来省吃俭用做慈善，坚持资助社会
弱势群体的感人故事，传递爱与奉献的
善美家风。

游文晃一家游文晃一家。（。（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第 九 届第 九 届
““中华血中华血··两岸两岸
情情””母亲节两母亲节两
岸同胞无偿献岸同胞无偿献
血活动昨日举血活动昨日举
办办。（。（本报记
者 林 铭 鸿
摄）

本报讯（记者 林岑）海沧爱
心献血屋近日升级完成投用。

在海沧区海裕路上，记者看
到，这个升级改造后的爱心献血
屋别具一格。整体建筑结合嘉庚
建筑风格建设，在面积上扩容一
倍，相比之前也更智能、更温馨、
更舒适。

据介绍，新爱心献血屋设有
体检征询、血液筛查、4个全血采
血位及献血后休息等功能区，并
实现了手机端献血预约、献血点
导航、线上填表、现场智能排队叫
号等服务，献血全程无纸化，极大
便利献血者，提高工作人员工作
效率。除接待个人无偿献血外，

该献血点还承接小型社会团体单
位开展主题献血宣传活动。

2017年，在厦门市海沧医院
的大力支持下，海沧爱心献血屋
建成投用。五年多来，累计接待
上万名献血者，献血量近300万
毫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全市
献血次数最多的个人献血者，是

海沧温厝社区居民程淼森。从第
一次在海沧天虹商场的献血车献
血以来，近14年间，程淼森献血
总次数269次。他说：“还有2年
我就 60了，到时候就不能献血
了，这两年我要继续坚持，发挥余
热。”

本报讯（记者 佘峥）昨天，一
个名为“这条小鱼在乎”的奖助学
金，在网络上刷屏，打动无数网
友。它是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在宁夏支教点设立的一个奖助
学金。

这个奖助学金奇特的名字，来
源于一则“这条小鱼在乎”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大海边，潮水退去之后，
一个小男孩把困在岸边小水坑里的
小鱼捡起来，扔回大海。有人问他，
这么多的小鱼是捡不完的，太阳一
出来，它们没几天就死了，谁在乎
呢？“这条小鱼在乎!”小男孩一边回
答，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
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
这一条、这一条……”

厦大昨天说，厦大研究生支
教团一直用行动讲述“这条小鱼
在乎”的故事——从 1999 年起，
厦大研究生支教团开始了跨越
2000多公里的支教，这届学生完

成一年的支教后，下一批学生继
续上。

校方说，截至目前，厦大有24
届共345名队员赴宁夏支教，他们
的足迹遍布宁夏海原县、隆德县、
彭阳县、闽宁镇等地，年复一年，讲
述着“一条小鱼”的助学故事。

“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曾是联合国对宁夏西海固的评
价。气候干燥、嘴唇开裂、间歇性
流鼻血、缺水、少食、停电……这是
24年前厦大首届支教团遇到的情
形。没有电灯，支教团成员点着蜡
烛深夜备课；没有公路，他们手脚
并用，跨越一道又一道山峁。

除了到当地学校当老师，厦大
研究生支教团还募集“一帮一”助
学金，目前为止已募集约1300万
元，累计资助近2万名家庭贫困的
学生，帮助超过5000名孩子留住
求学梦想，救助两名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

厦大“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昨刷屏

“小鱼”背后的故事打动无数网友

嘉庚建筑风格 面积扩容一倍 智能预约排队

海沧爱心献血屋完成升级改造

本报记者 佘峥
两年前的热播剧《山海情》中的

“厦大高材生”郭闽航真有其人，原型
就是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等援宁
支教青年志愿者。

《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
以来，西海固的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
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完成异地搬迁，在
福建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
懈探索，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
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在剧中，“厦大高材生”郭闽航怀
着一腔热情自愿调到玉泉营的移民小
学当老师。昨天，厦大再次“认领”了
郭闽航——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一
直都是现实版《山海情》的其中一员。

校方还说，被厦大研究生支教团
帮助过的一对姐妹马小花和马玲玲，
从宁夏西海固考入厦大，毕业后，她
们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家乡，
继续讲述“一条小鱼”的故事。

链接

现实版《山海情》
他们是其中一员

厦大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深夜
点蜡烛备课。（支教团 供图）

““同甘共苦五十春同甘共苦五十春，，古稀之年庆金婚古稀之年庆金婚””5050年金婚庆典活动年金婚庆典活动。。图为老人合影图为老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