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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我不是没人要的孩
子……”见到分开23年的亲生父母，26岁的阳阳
（化名）激动地重复着这句话。23年前，来自贵州
毕节的阳阳，与亲生父母在云南昆明走散。23年
后，在翔安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与马巷派出所民警
的帮助下，在贵州警方的不懈努力下，一家人终
于团圆。6月13日，阳阳在翔安公安分局见到了
连夜赶来的父母与亲人。

23年前，3岁半阳阳在昆明出门玩后走失
23年间，父母想方设法，从未放弃寻找他
23年后，厦贵警方携手，帮他们在厦相认

亲生父母一下车
就奔向失散23年儿子

6月10日，经过翔安警方反复比对，结果出炉；6
月11日，与贵州毕节警方反复核对，确认阳阳与远
在贵州毕节的吴先生夫妇存在血缘关系；6月12日
中午，阳阳亲生父母得到消息，当日下午，家族11人
开着3辆车直奔厦门；6月13日上午9点，在连夜驱
车1700公里后，一行人抵达翔安公安分局……

接到消息的阳阳早早等候在翔安公安分局门
口，他的亲生父母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朝23年

未见的儿子奔来！“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见
到亲生父母的那一刻，阳阳的心结瞬间解开。

一家人围着阳阳，回忆着小时候的事，感叹着
分开后的酸楚和重聚后的喜悦。阳阳说，他会再
回贵州，去看看出生的地方，也与父母家人好好相
处一段时间，希望能弥补多年离散的遗憾。同时，
一家人向不遗余力助他们团圆的翔安警方表达了
深深的感激之情。

而另一边的阳阳，从小也有个心结：“我一直
在想，是不是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才离开家乡
的。”阳阳说，与家人走散那会，他虽然年纪很小，
但仍记得有个陌生人带他去坐火车。坐了很久很
久的车，醒来后发现已经到了福建泉州。在泉州
与养父母生活了多年。除了自己的记忆以外，阳
阳从小也时常听到一些周围人的议论，大概内容
都是说他“并非亲生”。中专毕业后，阳阳来到翔
安马巷工作。

阳阳说，在这之前他不是没想过寻找亲生父
母，但他很害怕自己是被抛弃的。然而，今年5月，
他在看一名与孩子走散的母亲视频直播时，寻亲之
痛、思亲之切涌上心头：如果自己也是无意之间与
家人走散，很可能亲生母亲也一样难过与痛苦！

阳阳向“宝贝回家”网站求助，并在热心人士
的建议下，来到马巷派出所。在马巷派出所与分
局刑侦大队民警帮助下，5月底，阳阳在分局采集
了血样，DNA信息被录入到基因库中。

“那一天，我们等得菜都凉透了，也没等回阳
阳……”风尘仆仆的母亲，刚一坐下就回忆起当年
那伤心的一幕。阳阳一家是贵州毕节人。2000
年前后，3岁半的阳阳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跟随
父母一起在云南昆明生活。那年春节假期的一
天，阳阳母亲外出买菜，阳阳独自出门找邻居家的
孩子玩耍。然而，等母亲都做完饭了，却不见阳阳
回家。眼见天黑了，菜也凉透了，阳阳的父母急
了，奔出家门四处寻找，街上、邻居家甚至更远的
地方，可哪还有阳阳的身影？

本来阳阳父母只打算短暂在昆明逗留，做点
小生意，但出了这样的事，两人一心只想找到孩
子。寻人启事贴了，所谓的知情人也找了，一晃

10年过去，仍是线索寥寥。
“那段时间，我听不得《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首歌。”阳阳母亲说，一听她就流泪：“我一直
在怨自己，是我弄丢了他。”说到这里时，她满
怀愧疚。昆明寻子10年间，夫妻二人花光了原
先存下的7万元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无奈
之下，他们只能先回老家，其间他们从未放弃
寻找阳阳，除了张贴寻人启事，他们还去当地
派出所、电视台求助，找了“宝贝回家”网站，在
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2012 年和 2018 年，
夫妻二人两次到派出所进行血样采集，同步录
入到公安部 DNA 血样库，只盼着能早一天找
到走失的阳阳。

6月11日，警方比对信息，确认亲子关系
父母连夜驱车1700公里，从贵州毕节直奔厦门

害怕自己是被抛弃的，却又抵不住思亲之切
今年5月底，为了寻亲去翔安公安分局采集血样

在昆明寻了10年，回老家后也没有放弃
2012年和2018年，两次在派出所进行血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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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上轿车自燃
消防15分钟扑灭明火

“猪生肠”冒充黄螺片
四家海鲜餐厅被查

本报讯（记者 陈泥 通讯员 陈龙杰 林莉莉）
为牟取利益，竟将以“猪生肠”为原料的仿蚌片冒充
黄螺活鲜卖。近日，思明区四家海鲜餐厅因涉嫌掉
包、恶意欺诈，被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6月11日晚间用餐高峰时段，思明区市场监管
局组织区局执法科、中华市场监管所、鹭江市场监
管所执法骨干，联合碧山派出所多名干警，兵分四
路对涉嫌宰客的海鲜排档进行突击检查。

在南华路某海鲜排档，执法人员在厨房垃圾桶
里发现了大量仿深海蚌片包装袋，以及一大桶已经
泡好的白色仿蚌片。在南华路另一家餐厅，执法人
员在库房冰柜发现了成箱放置、大量的仿蚌片。在
思明南路某海鲜餐厅后厨，厨师看见执法人员后，
偷偷用脚往保洁柜踢了几下，“火眼金睛”的执法人
员弯腰取出，发现是被调包藏匿的大黄螺活鲜。

思明区市场监管局对涉事的四家海鲜餐厅予
以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集美公安分局举行平安创建暨退赃宣传

追回的赃款退给了事主
本报讯（记者 薛尧 通讯员 付邦恕）2023厦门

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平安创建暨退赃宣传活动，13日
晚在杏林文体中心外广场举行。

今年上半年，诈骗分子冒充外地警方，对我市居
民实施诈骗，涉案金额20多万元。集美公安分局经
过海量信息研判，将嫌疑人抓获，并追回赃款。退赃
现场，事主从民警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现金，连声道
谢。今年以来，集美公安分局破获各类刑事案件96
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414人，抓获网上逃犯229
名，追缴赃物折合人民币374.93万元。

本报讯（文/图 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陈雅真
何乐山）6月13日下午4点多，海沧区东孚街道办事
处附近，一辆停在车位内的新能源小轿车自燃，后
备厢底部猛烈燃烧，事发时车主不在场。接警后，
新阳消防救援站出动2辆消防车、13名消防救援人
员前往处置。约15分钟后，明火被扑灭。

目前，车辆自燃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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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人员处置起火车辆消防救援人员处置起火车辆。。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刘蓉 通讯员
熊文靓 王宇征）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
日。记者从厦门市中心血站获悉，2022
年在全国各地因疫情影响采供血量有所
下滑的情况下，我市实现采供血量历史
新高，全市6.5万爱心市民累计献血19.2
吨，千人口献血率12.2‰，居全省首位。

昨天上午, 由厦门市中心血站主
办，厦门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协办的“捐献
血液 分享生命”——2023年厦门市6·
14世界献血者日庆祝活动在厦门之心
献血屋举行，感恩为厦门无偿献血事业
无私奉献的各界人士。

记者获悉，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卫生局联合印发《关于表彰 2020-
202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
者的决定》中，厦门市第九次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市，2465人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82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奖，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白志鹏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促进奖个人奖，厦门大学、厦门
城市职业学院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
单位奖。

活动现场为2020-2021年度在厦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单位
奖、个人奖以及奉献奖、志愿服务奖获得
者代表颁发奖牌和证书，褒扬他们荣获
这份专属于献血者的国家级荣誉。现场
还举行了捐赠仪式，厦门国际银行厦门
分行捐款20万元支持厦门市无偿献血
公益事业。

为感谢无偿献血者对厦门的无私奉
献，6月13日-6月15日每晚7：00-10：
30，厦门世茂海峡大厦（厦门双子塔）为
献血者亮灯，以璀璨灯光、绚丽美景致敬
全体无偿献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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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血液 分享生命
我市举办2023年6·14世界献血者日庆祝活动

昨天上午，新建的五缘湾医疗园区爱
心献血屋正式投入试运营,地点位于厦门
弘爱妇产医院门口，将辐射整个五缘湾片
区，为周边居民献血提供便利。这是我市
第13个献血点。

据介绍，从今年初开始，在厦门市卫健
委的领导下，厦门市中心血站经过多轮前
期调研和专家论证，从优化固定献血屋合
理布局的角度出发，最终选址五缘湾医疗
园区，落地在厦门弘爱妇产医院。

五缘湾医疗园区爱心献血屋有登记接
待、体检征询、血液筛查、全血捐献、献血后
休息等功能区，为无偿献血者提供更加便
利、安全、卫生、舒适的献血环境以及人性
化的服务，也保证了采血的卫生与安全。
同时献血屋融合中心血站“智慧+”建设，实
现献血流程全程无纸化服务，献血者在手
机端即可实现献血预约、献血点导航、线上
填表、现场智能排队叫号等服务，极大便利
献血者的同时，也提高采血人员工作效率。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张舒姗 罗超

在《中国好声音
第二季》中获得全国
亚军的张恒远因病
去世，昨日消息传
出，引发公众对黑色
素瘤的强烈关注。
记者从我市各大医
院了解到，黑色素瘤
发病率不高，但该肿
瘤恶性程度高，治疗
的关键是早诊断、早
治疗，减少转移风
险。同时专家提醒
广大有“痣”人士，点痣要慎重，对于直径超过4-6
毫米且突起的痣，可以考虑手术切除。

几天前，厦大附属第一医院整形美容科负责人殷
佳鹏刚为一位30岁的女患者手术切除一颗黑痣。黑
痣长在腿部，整体隆起，直径约1厘米，在皮肤科做皮
肤镜检查疑似黑色素瘤。殷佳鹏为其切除黑痣做病
检，免疫组化结果为恶性，遂给予扩大切除。这是殷佳
鹏接诊的第3例黑色素瘤手术患者。前2位患者，一位
术后5年左右去世，另一位术后超过5年，至今仍存活。

厦大附属中山医院皮肤科任军副主任医师介绍，
在亚洲人群中，黑色素瘤发病率低，20岁以内的儿童
青少年非常罕见，该科每年接诊的黑色素瘤患者量长
期维持在个位数，确诊的多为中年人。任军曾接诊过
一位30多岁的女摄影师，她的拇指指甲盖发黑、破
溃。起初以为是甲沟炎，拖了半年才到医院诊治，结
果被诊断为黑色素瘤。考虑到手术切掉手指会影响
摄影工作，患者选择到外地做一种特殊的放射治疗。

并不是所有的黑色素瘤都长在身体表面。有位
男士，结婚不久发现脸上和腋下各有1个突起的结
节，刚开始以为是囊肿，到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手
术切除，病检发现是黑色素瘤。遗憾的是，这两处并
非原发病灶，PET-CT检查发现已发生全身转移，而
原发病灶很可能在身体内部，很难早期发现。

厦大附一整形美容科
近日为患者切除了一个直
径约1厘米的黑色素瘤。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对无偿献血者
激励和优待的力度，对在厦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享“三免优待”
（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风景名
胜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
体检）及报销范围扩大等优惠政策，金奖
获得者还可在保障性租赁房申请时纳入

适当优先保障范围，在各类评优、慰问时
优先考虑。厦门是福建省首个将“三免”
优待政策落地实施的城市。目前我市有
5000余人获得三免资格，近3500人已办
理三免荣誉卡，享受三免政策，9名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享受到保障
性租赁房适当优先分配权。

优待政策越来越多
9名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享受到保障性租赁房适当优先分配权

献血越来越方便
我市第13个爱心献血屋正式投用

任军介绍，有两种痣要特别小心。一种是成年
后新长出来的痣，尤其是长在脚底、手指、脚趾、腰部
等摩擦部位；另一种是从小就有、直径大于1厘米的
大痣。在此基础上，身上多发痣且经常受到紫外线
暴晒，或是曾有黑色素瘤家族史的人群，也要格外注
意。如果痣长得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不均匀、
直径大于6毫米，短时间变大、隆起甚至溃疡、出血、
结痂、疼痛，要尽早去医院手术切除做病理检查。

任军提醒有“痣”人士，不是所有痣都能点，反
复刺激处理不当，可能诱发癌变。色素痣分为交界
痣（摸起来与皮肤平齐）、混合痣（略微突出皮肤一
点）和皮内痣（明显突出皮肤且可能有毛发）。后两
者病灶已达真皮层，无论是激光点痣，还是药水点
痣，都可能处理不干净，增加癌变几率。

要特别小心两种痣

有“痣”人士 点痣要慎重
医生提醒：直径超过4-6毫米且

突起的痣，可以考虑手术切除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高树灼 刘云芳
“将来我如果走了，心脏或者其他器官

别人可以用，我很愿意捐出来。”心脏移植
两年后，陈存恢复良好，脸上挂满笑容，瘦
小的身躯干着三份体力活，爬山比正常人
都快，他说：“如果没有给我捐心脏的人，就
没有今天的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6月14日，一场关于“重生”的约会如
期举行。12名“换心人”相聚厦门大学附
属心血管病医院（简称“厦心”）门诊大厅，
参加“重启生命.共赴心程”第二届心脏移
植患者“心友会”，表达对器官捐献者的感
恩，分享移植后的新生活。

2021年4月，52岁的陈存在饱受胸痛
折磨5年后，被诊断为严重冠心病及重度
心力衰竭。当时，他的心脏扩大至普通人
的2倍，整个人无法平躺，走几步路就喘得
厉害，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救命方法。对生
活极度绝望的他，曾多次恳求医生“让我早
点走掉吧”。幸运的是，2个月后，他匹配到

了合适的供心，并在厦心完成移植手术。
术后第5天，他就下地行走。昨天，在“心
友会”现场，陈存感慨良多：“当时医生告诉
我，术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还可以干
重活，我根本不信。术后这两年，我上工
地、送羊奶、喂鱼，干着三份工，有时忙到夜
里11点，精神好得很。”

与陈存同样幸运的还有来自泉州的洪
先生。53岁的他因急性心肌梗死出现心
脏骤停，经过心肺复苏后，使用了主动脉球
囊反搏（一种辅助心脏的装置）维持生命。
10天后，他等来了供体，顺利完成了心脏
移植手术。如今的他，已回归到正常生活。

“心友会”上，医院还给患者免费赠送了
体检套餐。医生表示：“大部分患者接受移
植手术后，缺乏自我照护和管理，而术后管
理往往关系到患者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
为此，医院开设了心脏移植护理门诊，为“换
心人”组建微信群，及时解答各种疑惑。

据了解，作为国家卫健委、福建省政府
共建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心
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厦心
目前可常态开展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植入
手术，组建起实力雄厚的心衰和心脏移植
团队，对于终末期心衰患者建立起完整的
支持和抢救模式，直至等到合适的供心或
进行人工心脏植入。

●吴锡阶 厦心副院长、心脏大血管
外科学科带头人

能等来换心手术的都是“幸运儿”。
目前我国约有1370万心衰患者，其中终
末期心衰患者约占10%，需要通过心脏移
植来延续生命，但是因为供体极其有限，
每年我国完成心脏移植手术仅600例左
右，还有非常多的患者等不到合适的供
体就遗憾离开了。

我们组建心脏移植患者“心友会”，
定期开展活动，就是想借助这种方式让
更多人看到器官捐献的意义。希望能有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支持并参与到器官
捐献这一造福社会的事业中来，奉献大
爱，挽救生命。

12名“换心人”相聚 感恩捐献者 时间：6月14日
地点：厦心医院

医生手记

让更多人看到
器官捐献的意义

▲新投用的五缘湾医疗园区爱心献血屋。

在“心友会”上，我国著名心脏移植专
家廖崇先教授与患者交流。 （厦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