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血连接生命的温度

感谢不只是问候

关于用血，这些误解需要澄清

如今，“献血不会影响身体健
康”的观念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但
仍有人对“献血无偿，用血却有偿”
感到不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
制度。献血是无偿的，用血是收费
的，但二者并不矛盾。

去年 12月，我市无偿献血及血
液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召开，市中心
血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吴世泉在答记
者问时解释，在用血时支付的费用，
并非血液本身的费用。比如，医疗机
构提供一袋200毫升全血，患者需支
付 230元费用。上述费用主要是血
液采集、分离、制备、检验、储存和运
输等成本。“换句话说，一袋血液从采

集开始，到医疗机构临床使用，整个
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患者最终支付的用血费用实际
是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
用。该收费标准依据的是2005年原
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
于调整公民临床用血收费标准的通
知》，以及2017年浙江省物价局和浙
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
《浙江省公民临床用血价格标准》。”

此外，根据《浙江省实施〈献血
法〉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献血者享有
优先用血权利。除临床急救用血外，
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保障献血者临床
用血。市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陈芳
建介绍，所谓优先用血，必须是满足

临床输血指征、按照患者轻重缓急程
度指导输血工作开展。在血液库存紧
缺的情况下，秉持“把有限的血液，用
在最需要的病人身上”原则，在保障危
急重症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
前提下，同等条件下首先优先保障献
血者本人临床用血，其次优先保障献
血者配偶、父母和子女的临床用血。

去年 1月，我市已正式上线“献
血者优先用血”平台。献血者本人
住院时，会收到慰问、祝福等关爱短
信，并告知其享有优先用血和用血
费用直免的权益。同时，医院输血
科也会收到献血者优先用血提醒信
息，主动关心关爱献血者，让献血者
感受到“家的温暖”。

“感谢”不只是一声问候，更是
日常通过完善和落实激励举措，让
献血者感受到鼓舞和力量。

“去年，我们148位衢州市‘无偿
献血香樟奖’获得者都获得了一张价
值 1400元的体检券，我和我的妻子
都去体检了。”郑伟建说，他们一家人
都有《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除了
体检之外，他们还享受到了停车优
惠、景区门票免费、公立医疗机构诊
查费直免和城市公交车票直免等优
待政策，“我们献血不图这些，但这些
福利，还是让我们觉得很暖心。”

2023年，我市出台《衢州市鼓励
无偿献血若干政策措施》，推出了献
血保险、停车减免、智享三免、贷款优
惠、租房优惠、养老优惠、入学便利、
免费体检等 8项硬核措施。截至目
前，惠及无偿献血者超5.2万人次，补
助金额近100万元。之后，市卫健委
还将联合多部门在 2023年出台的
《衢州市鼓励无偿献血若干政策措

施》基础上，迭代升级新关爱举措，计
划将关爱范围拓展到体育、文化、通
讯、餐饮、影院、美容美发、汽车售后
维修、汽车加油、公立医院就医就诊、
献血者优先用血保障等10个方面。

除了让无偿献血者享受到切实
“福利”“优待”之外，无“后顾之忧”，
也很关键。

“没想到血费跨省报销手续这
么方便，在手机上就能直接申请，太
感谢你们了！”日前，我市在线上成
功办理了首例“全国电子无偿献血
证”用血跨省异地减免案例，在河南
生病住院的汪先生母亲，用血费用
通过跨省异地减免申请，完成足额
报销。

2023年，汪先生在衢州捐献了
300毫升全血。根据《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规
定，他的配偶、父母和子女，五年内
可以按照不超过献血量的两倍免交
临床用血费用，五年后免交与献血

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去年2月，
汪先生的母亲因病在河南住院，治
疗期间用血 440毫升。汪先生通过
微信“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
序，向衢州市中心血站提出血费跨
省异地减免申请，血站工作人员在
收到申请后审核材料并予以通过。

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相告，“全
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汇集了
全国各地血站的报销申请渠道，为
异地献血、多地献血的献血者提供
了一站式报销服务，献血者通过网
上申请，就能完成血费的跨省异地
报销，给献血者带来更多便利。

在我市，献血者在出院结算时
还可享受用血费用“无感直免”。
2024年，全市共有 1722人享受到减
免政策，减免总额超过 130万元，献
血者本人直免率达100%。

每一次献血都是为生命续航，
每一份“热血”，都理应收到充满善
意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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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悠长的春节假期，在外打拼的游子们有的已经回到了工
作岗位，有的即将或正在踏上返程之路。今年，你的后备箱里装满
了吗？都装了哪些物品？近日，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通过《衢州晚
报》开展了“春运这‘箱’有礼了”互动征集活动，邀请网友分享那些
带着温度的故事。

春运路上被塞满的后备箱，近年来一直是媒体关注春运的角
度之一，而且热度不减。一辆辆驶向远方的汽车后备箱里，父母塞
进的鸭头还飘着老屋灶头的香气，舅舅送来的发糕还保留着传统
手艺的温度，邻居送来的青菜叶上还沾着共同记忆的露珠……这
些来自乡土与家人的馈赠，虽然在都市的霓虹下显得有些朴素，但
却是这个时代最真切的情感密码。

有爱的旅程，从不孤单。当城市化进程以每平方公里计算发
展速度时，中国家庭的亲情叙事却始终以厘米为单位丈量着爱的
深度。今年从老家返回衢州时，笔者的汽车后备箱里同样塞满了
物品，其中很多是在老母亲的坚持下塞进的。这些物品大多是家
乡土特产，看似普通，却是物质匮乏时代的情感基因在当代的显性
表达。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在物流网络覆盖全国的今天，从衢
州到杭州的直线距离早已被现代物流压缩到三小时经济圈。但父
母依然固执地塞满整个后备箱，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是
农耕文明沉淀千年的情感表达方式。而这样的情感表达，也是双
向奔赴的。除了媒体报道，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也会在临行前拍
摄记录满满的后备箱，并发到微信朋友圈分享。这样的分享看似
炫耀，实则是在进行一场隐秘的情感认证，证明自己仍是乡土网络
中的某个节点，证明自己始终被爱与亲情陪伴，同时也是在参与构
建一种新时代的数字集体记忆与乡愁表达方式。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语境下，春运返程的后备箱正成为越
来越广泛的乡愁承载器与情感流动转换器。父母通过填塞土特产
完成情感的物理投射，子女通过接受馈赠确认身份的归属认同，构
成了一种无言的契约：无论你在CBD的写字楼里如何光鲜，回到
故乡的土地上，你永远是那个需要被投喂的孩子。

这些塞满后备箱的土特产，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新的阐释维
度。它们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变成了可传播、可分享、可共
鸣的情感符号。所以，一起来分享你的返程后备箱吧，当千万个游
子们的后备箱照片在社交网络连缀成片，便会形成当代中国最温
暖的精神地标。

在高铁时速突破400公里的时代，装满年货的后备箱依然固
执地保持着农耕时代的行进速度。这些穿越时空而来的馈赠，既
是对都市生活的温柔抵抗，也是乡土文明的精神续航。当我们在
城市停车场打开后备箱的瞬间，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故乡的味道，更
是一个民族对情感原乡的集体朝圣。这份沉甸甸的爱，终将在钢
筋混凝土的森林里，生长出亲情与乡愁的根系。

后备箱里
装满了亲情与乡愁

尚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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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衢江区樟潭街道
府前社区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
面的庆元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居民们
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中。而最
引人注目的，当属社区门口那 13
棵穿上“新衣”的大树。

这些大树装扮得造型各异，
有的被五彩的毛线包裹，形成了
独特的图案；有的则装饰着可爱
的玩偶和喜庆的蝴蝶结。来往的
居民纷纷驻足欣赏，不少人拿出
手机拍照打卡，嘴里还不时发出
赞叹：“哇！好漂亮！”每天都有众
多居民和游客慕名前来，只为一
睹这些大树的独特风采。

最近周到工作室也不断接到
电话，想联系上这些给大树设计

“新衣”的设计者，给自家单位门
口的大树穿上“新衣”。

这13件大树“新衣”的设计者
是四叶草美术培训机构的老师
们。这家培训机构设在府前社区
内，主要教授小朋友画画。临近过
年时，培训机构负责人朱琳艳与社
区书记交流时，萌生出给社区门口
大树设计“新衣”的想法，希望能为
居民打造一个更有趣的社区环
境。随后，机构的美术老师们发挥
创意，自行设计了这些大树的“新
衣”样式。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10多名志愿者，包括机构老师和
社区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完成了装
扮工作。制作“新衣”的材料由社
区购买，这些饱含创意与心意的作
品，一经亮相便迅速走红，在微信

朋友圈引发了广泛传播，甚至有人
专程前来与13棵大树合影。

朱琳艳相告，大树“穿新衣”
走红后，她也接到了许多个人和
单位的咨询电话，希望能定制类
似的大树“新衣”。但由于当时临
近过年，时间紧张，材料购买也存
在困难，便未能承接这些需求。
不过，朱琳艳也表示，之后若有需
求，仍可联系他们。

社区负责人透露，此次为大
树换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
在春天和夏天，社区还计划为大
树换上不同季节特色的“新衣”。

热线电话：96811 18657009770

13棵大树“穿新衣”创意出圈引全城打卡
记者 周芸 文/摄 通讯员 周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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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献血者杨静静收到了市中心血站准备的新年日历。

2月 1日，正月初四，无偿献血
者陈云明在市中心血站捐献了 1.5
个单位的血小板，捐献结束后，他从
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两张观影优待券
和一份纪念币。“血站工作人员一直
很贴心，时不时会给我们准备一些
小惊喜。腊八节的时候还给我们准
备了腊八粥。”陈云明笑着说。

陈云明是一名投递员，平时的
工作是运送包裹、文件，春节期间他
依然忙碌在工作岗位上。但在工作
之余，他化身“热血英雄”，拯救生
命。他从 2008年开始献血，至今献
血 123次，献血总量达 38200毫升，
是衢州市“无偿献血香樟奖”获得者
之一。1月 30日，“中心血站爱心群
（AB型）”发布了两个“血液预约订
单”，陈云明立即响应。“我是AB型
血，这两天快递不多，我可以在工作
间隙过来。”1.5个治疗单位的血小
板大约需要1个小时来采集，陈云明
安静地坐在采血椅上献血。

单采血小板是成分献血的一种，
借助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献血者血液
中的血小板，同时将其他血液成分回
输给献血者。血小板可用于救治因
各种原因造成的血小板减少或功能
异常的患者，例如手术患者、白血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血液病患者以及各种癌症患者等。

市民黄纲是巨化集团热电厂的
一名普通员工，他的另一个身份则
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
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也是
我市首位献血总量达到11万毫升的
献血者。“我会一直把这项事业做下
去，直到正式‘退休’。”黄纲作出了
自己的承诺。

和黄纲一样，将无偿献血当作终
身事业的人还有铁路信号工郑伟建。

“我也是捐献血小板，每半个月
一次，去年一年献血 24次。”54岁的
郑伟建从 2004年开始献血，至今已
完成250多次献血。在他的带动下，

他的妻子、女儿都成了无偿献血达
人。今年 1月 1日，他带着妻子一起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到市中心血
站，完成了夫妻俩的“新年第一献”。

“热血英雄”还有很多，他们是
老师、医生、工人、学生……他们以
热血连接生命的温度，将希望传递
到需要的地方，为无数患者点亮生
命的曙光。

近日，市中心血站公布了一组
数据：2024年全市共成功献血31355
人次，献血量 9782.87升。临床用血
总量10116.28升，超3万患者通过输
血治疗得以康复。

全血可以保存35天，血小板的保存期只有5天。为了不浪费血液，市中心血站采用订单化供应方式，患者需要用血

小板，医院会发出需求，中心血站通过微信、电话请相关血型的献血者来捐献。1月27日至2月4日，共有75位献血者参

与捐献单采血小板。75份热血的背后，是献血者放弃休息时间，积极响应血站号召，用实际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无偿献血是重要的社会性公益事业，是保障突发事件和医疗临床用血的重大民生工程，是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衢州，无偿献血与激励措施相互促进，两种正能量双向奔赴，为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也彰显

了城市文明进步的风貌。

大树穿“新衣”，成为社区的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年初三，淅沥小雨难挡衢州人民的热
情，因为我们有燃爆现场的潮汕英歌舞。这
种融合了南派武术与戏曲的中华战舞，迄今
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本次的潮汕英歌舞团
队，曾在“鸟巢”华丽亮相，当晚为衢州百姓带
来的“攻打大名府”“金蟾吐财”等名场面，引
得现场叫好声不断。

潮汕英歌舞衢州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