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植现场

05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编辑江 锐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

今日关注

星报讯（张妍 记者 祁琳）“既是记录自己生活经历，

也是向他人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我觉得很有意义。”

9月7日，合肥80后吴亢在中科大附一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在河北治疗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采集顺利结束后，吴亢发布记录整个捐献过程的 vlog，希

望能为更多的捐献志愿者提供一些帮助。

吴亢从 18 岁开始，每两年献血一次，“20 岁献血时，

护士问我要不要加入造血干细胞配型库，匹配的几率大

概是十万分之一，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酷，就留样加入

了，如果匹配上了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呢！”吴亢说，结婚

后由于忙碌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没有能够继续无

偿献血。

“没想到 10 年后，竟然和一位患者匹配上了！”今年 6

月，吴亢接到合肥市红十字会的电话通知，很激动。“因为

我平时就喜欢拍一些短视频，记录生活中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当我得知目前全国捐献造血干细胞才一万多例，在全

国人口中占比非常低，我就想把自己的捐献过程和感受拍

成视频，记录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造血干细胞。”

从第一次和妻子说起造干捐献的事情，到自己去医院

体检，再到住进医院打动员剂做捐献准备，最后是成功采

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吴亢都拿起手机进行拍摄，同时也

将自己的身体变化和感受娓娓道来，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

三个月。吴亢说，自己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更多

人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自己

经历过，这样更真实，更有说服力。以后再有志愿者配型

成功时，也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他们，也算是利用自己的

爱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7日中午，经过约5个小时的采集，吴亢的造血干细胞

捐献过程顺利完成，成为合肥市第 6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希望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展开新的生活！”

生命垂危毅然捐赠
凌晨4点，还是没有丈夫的消息。

按捺不住担忧的樊运侠骑着电动车沿路寻找。

她打电话给公公邵显信，同样没有关于丈夫的消息。

就在全家人心悬一线的时候，邵显信接到村支部书

记的通知，说淮南交警通知他，邵礼景出了事故，送到附近

医院抢救。

盆骨粉碎、内脏出血、瞳孔散大……

在淮南理工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急救室中，邵礼景生

命垂危，被判定为脑死亡。

据家属回忆，邵礼景驾驶农用三轮车撞上路边石墩，

车头变形严重，后交警发现事故，邵礼景被夹在其中，经消

防破拆，被抬出送往医院，经现场勘验判定为单方事故。

“即便抢救好了，也是植物人，可就是用轮椅推着也

好，只要他还在。”81岁的邵显信提到儿子老泪纵横。

院方提醒，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器官捐献，是好事。

家人商议后，决定捐献器官。

“既然生命不能抢救，就帮助需要的人，能够救活别的

人。”邵礼景二哥邵连先说。9月3日凌晨，在合肥市红十字

会的见证下，在安医一附院完成器官捐献获取手术。经中

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分配，双肾分别分配至安医一附院和

上海仁济医院完成移植手术，角膜由安医一附院获取并完

成移植手术。双肾和两个角膜分别移植给了四位病人。

“他还活着”
丈夫的去世令樊运侠心里失去了“顶梁柱”，她把大市

场租的门面退掉了，而儿女的学费和拖欠的医药费，仍是

她心中最沉重的“枷锁”。

每到假期，邵艳茹从不睡懒觉，清晨五点就会起来帮

父母卖菜。父亲夜里进货早上要休息，而母亲看守摊位，

午饭和晚饭都是邵艳茹一手操办，一家人的衣服也是邵艳

茹洗。同学们早就用起了智能手机，但邵艳茹从没要求父

母给自己买手机。父母为了生计，一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

五六个小时，非常辛苦，家里的活不能再让他们操劳。就

读于长丰县一中的邵艳茹是宏志班的班长，她一直用学习

成绩来回报父母，这让樊运侠心里很是温暖。

孩子们能努力读书，懂得上进，父母再苦再累都值

得。年轻时的樊运侠也曾有过梦想，半工半读，最终却没

能实现“鱼跃龙门”。对于女儿的高考成绩，心里觉得满

足，儿女们也算帮她完成了“大学梦”。

邵艳茹说，父亲在的时候很辛苦，交流的不多，现在

他的眼角膜移植给了最需要的人，他还活着，就能看到我

们的一切。

谢谢你谢谢你！！4545岁的父亲岁的父亲
把最后一丝光明把最后一丝光明
留给世界留给世界

让更多人了解造血干细胞

合肥80后父亲拍摄vlog记录自己捐献过程

合肥市长丰县罗塘乡45岁的邵礼景在深夜遭遇事

故，生命垂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家人毅然决定

将器官捐赠给社会。在合肥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下，他的

双肾和眼角膜移植给了四位病人，将最后一丝光明留给

了世界。 □ 本报记者 文/图

凌晨未归人
“凌晨3点半，爸爸还没有回来，他到哪里

了？”

9 月 1 日凌晨，合肥市长丰县水湖镇城西

大市场，18 岁的邵艳茹睡不着，开灯看着窗

外。

深夜时分，平日车水马龙的大市场内一片

寂静。

当日正是开学时间，她早晨要送弟弟去上

学，父亲从距离几十公里外的大市场购进拉回

蔬菜，母亲则要整理摊位。而她自己要准备迈

入即将到来的大学时光——2020 年高考，她

以533分的成绩被安徽工程大学录取。

母亲樊运侠趿拉拖鞋，从外箭步跨入邵艳

茹的房间，着急地问女儿：“怎么打不通电话？”

按照往常，凌晨 3 点，丈夫邵礼景从淮南

大市场拉菜应该到家了，可到现在已过了半小

时，还没任何声响。

再次拨打，电话无人接听。

再次拨打，还是无人接听……

在路上没有听见手机铃声？还是进货时

耽搁？在路上遇见了熟人？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邵礼景和妻子早先务农，为了孩子在县城

里读书，2016 年两人从长丰县罗塘乡来到水

湖镇，在菜市场租下门面以卖菜为生。

一年一万两千元的房租，加上水、电各项

开支，让夫妻俩备感压力。

进菜是苦差使——每晚11点要从水湖镇

出发，驾驶农用三轮车赶到淮南大市场，进货

后赶回来，最初夫妻俩同去，冬天深夜雨雪交

加，寒风灌口，邵礼景看着妻子被风吹出的眼

泪，说什么也不让她再跟着去。

邵艳茹帮母亲整理摊位

樊运侠照顾公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