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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第11个“世界献血者日”，省暨合肥市世界献血者日庆祝活动将于今日举办。记者昨日
从安徽省卫生计生委了解到，我省今年血液供应稳中有升，特别是机采血小板采集量稳定增长。“无
偿献血光荣”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越来越多的无偿献血者将它付诸行动。记者昨日走近我省无偿
献血英雄，倾听他们的献血故事。

记者 李皖婷

A.适当献血有益身体健康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为4000～5000毫

升，每次200～400毫升的献血量不会影响

身体健康。同时，定期适量献血可以降低血

液黏稠度，加快血液流速，缓解或预防高黏

血症，可预防、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增强

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B.献血前饮食保持清淡
献血者年龄应为18～55周岁，男性体

重应在50公斤以上，女性体重应在45公斤

以上。拔牙或其他小手术未满半个月者、较

大手术未满半年者、女性例假或哺乳期以及

感冒、身体不适等市民不适合献血。

献血前24小时应保证睡眠，饮食清淡，

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能空腹献血。献血后应

稍事休息，慢起慢走，再吃些食物补充体

力。献血前5天不要服用阿司匹林类药物，

一周内如有感冒、急性胃肠炎，应暂缓献血。

C.奉献爱心家人也能受益
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偿还免费用

血量不超过无偿献血量二倍；无偿献血达

1000毫升的，终身享受免费用血。直系亲

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配偶在临

床用血时，按用血量半费偿还。

提醒：这些事情您献血前应知道

“世界献血者日”前，记者带您倾听我省无偿献血英雄的故事

她，一个人献出7个成人的血量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安全血液

挽救母亲生命”，而在我省的无偿献血英雄

里，也有一位母亲，她是阜阳市颍州区清洁

卫生管理所职工姜永华。她的献血“年龄”

虽然只有7年，但她捐献全血1600毫升、机

采血小板108个治疗量（1 个治疗量的血小

板相当于 250 毫升血液）。按一个正常成年

人全身流通血液4000毫升来算，她相当于

捐献了7个成年人的血量总和。

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激励姜永华走进

无偿献血的队伍。2003至2007年，姜永华

父亲生病期间，多次手术、输血，病痛折磨了

四年之余，姜永华那时才知道生命的可贵。

父亲于2007年5月去世，姜永华伤心极了，

许久都未从悲痛中走出来。

一天，姜永华偶然在街头看到采血车前

排着长长的队伍。回想起父亲生病时，也输

了很多陌生人捐献的血液，虽没有留住父亲

的生命，但这些血液延缓了父亲的病情。姜

永华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自己的鲜血也可以

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姜永华勇

敢地走进了献血车，献出了自己的第一份血

液，从此成为一名固定献血者。

讲述：献血量相当于7个成人总和

星报讯（星级记者 俞宝强） 记

者昨日获悉，为配合泗县新城区的开发

与建设，受省文物局的委托，安徽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4月至5月对

盛世豪庭项目所占地块内的一批墓葬

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共

计清理墓葬39座、灰坑6个、灰沟4条和

水井1座，其中墓葬以明清时期为主。

墓葬形制主要分竖穴土坑和砖室

墓两类，葬制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

单人葬多为一次葬，而合葬墓多为二次

葬，合葬以双人合葬为主，另发现有一

座四人合葬墓，较为特别。

本次发掘不但发现了类别多样的

墓葬形制，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如数

量较多的瓷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更

为重要的是揭示出一处疑似明清家族

墓葬群，为研究当地明清时期的葬制、

葬俗和社会组织生活、历史文化等提供

了新的重要材料。

泗县项目工地发现疑似明清墓葬群

星报讯（叶翔 记者 赵莉） 记者

昨日从省民政厅获悉，省民政厅会同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军区司令部等多个部门

出台了新办法，加强我省退役士兵教

育培训。

据介绍，此次出台的新办法有着

诸多亮点和创新，首次明确各级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退役

士兵教育培训的组织协调工作，建立

民政部门牵头，教育、财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兵役机关等部门各负其

责的工作机制。

办法规定，参加教育培训的对象为

退出现役1年内自主就业、自谋职业的

退役士兵；退役士兵可持《士兵（士官）

退出现役证》向安置地民政部门申请，

经所属市级民政部门审核汇总报送省

民政厅审批后，可参加易地教育培训。

毕业后，凭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学

费收据向安置地民政部门申请，按不超

过安置相关教育培训标准据实报销。

对毕业（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双

证”获取率，以及获得“双证”后3个月

内实现总体就业率达不到85%的承训

单位取消下年度承训资格。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资金由各级财

政共同负担。在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

助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

省财政转移支付的就业资金中按人均

1000元补助给承训机构，不足部分由

市、县（区）承担。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可申请易地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