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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响起，杜薇跳动起轻快的脚
步，“哒哒哒”“哒哒哒”，鞋子和地面碰
撞出极具节奏感的声音。排舞（Line
dance）是一项音乐和固定舞步融合在
一起，一人或多人通过风格各异的舞
步循环，来愉悦身心的国际性体育运
动，起源于美国西部乡村舞蹈。“排舞
大概在2004年进入中国，北京奥运会
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职工中推广这项
运动，国家体育总局又把它纳入全民
健身的范畴，很快排舞就在各地热了
起来。”杜薇说。

秉承“会走路就会跳”的理念，排
舞入门并不难，掌握舞步变化是关
键。但想多学点曲目，对记忆力是不
小的挑战。因为每支排舞曲目都有规
范的舞步标准，这意味着，要想对更多
曲目游刃有余，就得花大量时间记忆
舞步，或进行大量训练让舞步变成肌
肉记忆。2008年，当45岁的杜薇一头
扎进排舞世界，想要多取点经再回厦

门，伴随她的是比培训班同学更辛苦
的练习。

这股学习上的韧劲，伴随杜薇从
45岁跳到如今的59岁，跳成了全国
排舞国家级教练员、排舞国际级裁判
员，跳到她自己也能创编排舞作品。

“国际上排舞主要有六大风格，我们
国家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民族舞、曳
步舞两种，特别是民族舞风格排舞重
在弘扬中华优秀的民族文化。”杜薇
告诉记者，2017年前后，她开始跟随
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专家采风组到
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参与创编具有民
族特色的排舞作品。她还结合厦门
地方特色创编了排舞《鼓浪屿之波》，
以及具有闽台风情的排舞《爱拼才会
赢》《阿里山的姑娘》等。其间，为把

“中国风”排舞介绍给世界，杜薇还通
过互联网自学英文舞谱，承担了国内
原创排舞作品英文舞谱撰写的大量
工作。

2009年底，杜薇在厦门市文化馆
开办了公益性质的排舞培训班。但培
训班第一期招生毫不意外遇冷了。

“就来了7个人，那时在厦门很多
人还不知道排舞，更别谈学排舞了。”
杜薇没泄气，把培训班开到厦门市总
工会、开进老年活动中心、开去老年大
学……最忙的时候一周七天都有课，
大多数是公益性质。2014年，国家体
育总局开展“阳光排舞进校园”活动，
杜薇推广排舞的脚步也走到了孩子们
中间，参与推动了厦门的校园排舞
热。她还多渠道开展排舞宣传推广，
在相关部门和学校、社区的大力支持
下，厦门的排舞圈子越来越大，如今已
有上万名排舞爱好者。去年底，2022
年“舞动中国-排舞联赛”（厦门站）中
老年排舞大赛暨“市政杯”中老年千人
排舞快闪活动举办，吸引了109支排
舞队伍、2025名中老年排舞爱好者参
加，杜薇也带领排舞教练团队全程参
与，进行多场培训教学、快闪组织及裁
判等工作，亲身感受着厦门排舞发展
结出的果实。

身为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排舞分
会福建省中心主任，杜薇也为排舞在
福建的发展投入了大量心血。“从无到
有的过程是最难的，特别是到了没有
排舞运动基础的地方，要推广它确实
不容易，但好在有各地的总工会、教育
局、体育局等部门的支持，我们就一点
一点把这项工作给做起来了。”杜薇在
这个过程中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培训
老师，她走遍八闽大地开办排舞培训
班，参训人数已超3000人，“一个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先把队伍带起来，
再鼓励大家开展教学。”

闯进排舞世界，杜薇对这项运动不
仅有热情也有期待。怀揣通过排舞连
接两岸，更好促进两岸民间交流的梦
想，2011年，她带领厦门排舞队走进宝
岛台湾开展交流，实现了大陆排舞队伍
走进宝岛“零的突破”。如今，厦门乃至
省内有不少排舞老师是杜薇的学生，但
杜薇依旧没有离开一线，仍在坚持开设
公益性质的排舞课程。每次上课前，她
都会细致地把教学曲目回顾练习几遍，
跳起舞步风采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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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舞课程中的杜薇。

在程淼森的家里，85本无偿献血
证承载着他满满的爱心。每一次献血
之后，程淼森看着献血证上自己的名
字和献血量，心里都会有一份喜悦
——又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了。

14年的坚持，程淼森也因此多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证书、
机采血小板杰出贡献奖等各种荣誉。
对于他来说，这些沉甸甸的证书是鼓
励，更是将生命的力量再次传递的见
证。

“能帮就帮，献血救人。”程淼森感
慨道，之前有一位邻居做手术急需用
血，当时血液库存告急，其家属找到
他，希望能发动一些爱心人士前往市

中心血站献血，补充血站库存。程淼
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刚好距离他上
次捐献血小板也间隔14天了，一到可
以献血的时间节点，他第一时间动身，
再次在市中心血站挽袖献血。

程淼森说：“邻居出院后特意带着
礼物来感谢我，但是我没有收，献血救
人，不需要回报。”虽然程淼森定期无
偿献血，但只要看到“血库告急”“急需
救命血”等消息，他的内心也会忍不住
牵挂，时刻提醒着自己赴约的时间到
了就得行动。曾有街坊邻居评价他
说，“一个人心血来潮做一件善事容
易，但要十几年坚持做同样的善事就
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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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杨霞瑜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除署名外）
捐献全血累计达2000毫升、捐献血小板共467个治疗量，迄今

为止，献血270次，是全市献血次数最多的个人献血者……这是海沧
温厝社区居民程淼森在无偿献血的公益路上留下的印记。“为爱挽
袖”，他已坚持了14年之久。

近日，程淼森在厦门市中心血站完成了第270次无偿献血。按
照法律规定，无偿献血的最高年龄为60周岁，他说：“还有两年我就
60岁了，到时候就不能献血了，现在我要继续坚持，助人为乐。”

杜薇，排舞
国家级教练员、
排舞国际级裁判
员。中国蹦床与
技巧协会排舞分
会福建省中心主
任，长期在厦开
展排舞推广、开
设大量公益性排
舞课程。

填好登记表，坐上采血椅挽起袖
子，捐献 2 个治疗量的机采血小板
……这是程淼森第270次无偿献血，
对于献血的流程，他早已轻车熟路。
记者见到他时，胳膊上还有因抽血留
下的针眼痕迹。

“我每个月基本上都要到血站报
到2次，献血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
说起献血，程淼森打开了话匣子，如数
家珍。由于血小板较容易出现库存紧
缺的情况，因此程淼森会定期捐献血
小板，家住海沧的他，每当“献血日”一
到，都会风雨无阻地前往厦门市中心
血站捐献血小板。

程淼森从居住地到市中心血站往
返路程需约2个小时，献血全程大约1
个小时，每次的如约而至，都得空出一个
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的时间，但他不觉得

麻烦，14年的献血之路从未间断。截至
目前，他已捐献全血7次，共2000毫升；
捐献血小板共467个治疗量，是全市献
血次数最多的个人献血者。

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
呼程淼森为“老熟客”。这位“老熟客”
自然熟知机采血小板的献血间隔要求
不少于2周、一年最多可捐献40个治
疗单位机采血小板等与献血有关的基
本知识。每次献完血后,他总是默默
地将下次献血时间记在心里，准备下
次按时赴约。

“您捐献的血液检测合格，感谢您
的爱心。”“您捐献的血液已发往某某
医院供患者使用。”献血过后，每当收
到血站发来的短信通知，程淼森的心
才彻底踏实下来，他用热血为生命“加
油”，袖子一卷就是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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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淼森，海
沧 温 厝 社 区 居
民 ，14 年 献 血
270次，是我市献
血次数最多的个
人献血者，曾多
次荣获全国无偿
献 血 奉 献 奖 金
奖、机采血小板
杰出贡献奖等多
种荣誉。

今年58岁的程淼森，看起来精神
抖擞、身材健硕。他之前在厦门港跑
船，作为一名需要进行体力劳动的水
手，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素质还不错，
每次体检，身体的各项指标也都正
常。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无偿献
血，但凡你转氨酶高了、高血压或者高
血糖等，都献不了血。”程淼森认为，有
规律的献血习惯也让他更加关注自己
的身体健康，保持自律的生活方式，养
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程淼森献血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
到2009年。他在思明街头偶遇一辆
献血车，得知自己符合献血条件后，他
便捐献了200毫升的全血，也因此获
得了第一本献血证。

“其实，第一次献血还是挺害怕
的，因为了解不多，不确定身体会不会
有什么变化。”说起第一次献血的经
历，程淼森记忆犹新。后来，程淼森发
现献血对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还能
帮助他人，便开始定期献血。

不过，程淼森的家人一开始总劝
他控制献血频率，在他的科普下，家人
了解到一个健康的人定期按规定献血
不但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还有利于
人体的新陈代谢，于是便转而支持他
为爱挽袖。

程淼森说，再过两年，他就60岁
了，到时候就不能献血了，因此他希望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挽起衣袖，加入
无偿献血的行列，让更多的生命得到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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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上的韧劲，
伴随杜薇从45岁跳
到如今的 59 岁，跳
成了全国排舞国家
级教练员、排舞国际
级裁判员，跳到她自
己也能创编排舞作
品。

教舞
她多渠道开展

排舞宣传推广，把培
训班开到厦门市总
工会、开进老年活动
中心、开去老年大学
……最忙的时候一
周七天都有课，大多
数是公益性质。她
走遍八闽大地开办
排舞培训班，参训人
数已超3000人。

他说

“我每个月基本
上都要到血站报到
2 次，献血已成为我
的生活习惯。”

“邻居出院后特
意带着礼物来感谢
我，但是我没有收，
献血救人，不需要回
报。”

▲程淼森满桌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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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遇
从此为爱挽袖

血站熟客
14年献血270次

程淼森几乎每月到血站报到两次
成为全市献血次数最多的人

一次偶遇
从此勇闯舞林

厦门阿姨
跳出国际水准
杜薇钻研排舞15年
成为国家级教练员
国际级裁判员

文/本报记者 郭睿 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
2008年8月8日，800名排舞爱好者身着奥运

五环颜色T恤，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排舞大型展演。
那是排舞第一次在全国大型活动中亮相，也是很多中国人

认识排舞的起点。
“我是偶然在电脑上看到的，表演者身上那种昂扬的生命力对

我的冲击非常大。”动了心的杜薇，一个人从厦门跑去北京，慕名参
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设的排舞培训班。从2008年下半年起，有长
达一年半时间，她都在厦门飞北京，北京飞厦门中度过。

15年过去，当初的一次偶遇与一腔热情，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是将
排舞变成了杜薇的事业。近期，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授予杜薇2022
年度排舞广场舞杰出贡献奖，全国共17人，全省仅1人。荣誉背后，有
杜薇15年钻研排舞的汗水，更有她走遍八闽大地推广排舞的付出。

杜薇在练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