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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年 65 本献血证，
“热血”记录从未“停更”

于广生出生于天津宝坻，这座
小城紧挨着唐山，曾在唐山大地震
中受灾严重，这让于广生从幼年起
就明白了生命的可贵。

“1999 年 9 月 25 日”，于广生
说他永远记得这个有着起点意义
的日子。那天，于广生夫妻两人带
着两岁的女儿去南京新街口逛街，
看到了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献血车，
在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工
作的妻子顺便带着他第一次献了
血，从此开启了长达 26 年的献血
之路。

2021年，于广生了解到单采成
分血也是一种献血方式，血小板能
救助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患
者，而且比捐献全血的间隔期缩短

了，他算好自己的献血周期，再根据
自己的休息时间进行预约，总有办
法“卡点”奉献。

“献血是为了救人，必须保证质
量。”于广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献血前一周，他会进入“严格管理
期”。“尤其在献血前一天，我都会
吃纯素套餐。”截至目前，于广生累
计献血 65 次，总量达 24400 毫升。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次次卷起袖子
的坚定。浙江、江苏、安徽、上海
……这些地方的献血站，都留下了
他的足迹。

36 个微信群里“找活
干”，见缝插针做公益

在等待献血的日子里，于广生
用志愿服务填满自己的休息时间。

于广生手机里有 36 个志愿服
务群，他根据休息时间在各微信群

里“找活干”，就连上夜班的日子他
也见缝插针，利用白天时间去做志
愿服务。

“早上 7 点出门，晚上 11 点到
家。”于广生白天一般都会到省人民
医院献血屋，指导献血市民填表，向
路人介绍无偿献血的重要性。傍晚
又匆匆往大行宫地铁站赶去，那里
有一辆献血车，在这里继续进行“三
献”（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
人体器官组织捐献）科普宣传。

截至目前，于广生累计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超过3100个小时，已符
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
标准。

“我们的工作是四班倒，经常要
上夜班，”南京东机辆段南京东整备
车间党总支书记、副主任王荣年感
慨：“老于还要去参加那么多公益活
动，真的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挤
出来的。”

签署遗体器官捐献协
议，用生命延续生命

“我要是再早一点了解到‘三
献’就好了。”于广生告诉记者，因
为年龄的原因，他无法捐献造血干
细胞了，这也是他的一大遗憾。

不过在2021年，他又办了一件
“大事”——签署遗体器官捐献协
议，并投身相关志愿服务。他奔波
于社区与红十字会之间，为 3位困
难捐友申请到 7000 元救助金。在
南京江北新区的老旧楼道里，常常
看到他拎着《捐友通讯》杂志和慰问
品，挨家挨户敲开独居老人的门。
目前，他遗体捐献志愿服务时长已
有近1300个小时。

2021年，于广生的邻居因心脏
病猝逝，让他意识到应急救护技能
的重要性。当年 9月，他考取了救

护员证。对生命的珍重刻在于广生
的心里，为了给紧急救助做好准备，
他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摸清了自
己家附近30多个AED的具体位置
和设备状态。“我现在出门，包里都
带着呼吸膜”。

于广生也在用行动诠释着“用生
命延续生命”的深刻内涵——不是单
向的拯救，而是通过知识传递与技能
普及，让更多人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为此他为新入学学生、社区群众开展
心肺复苏等培训。“参加过的大小活
动有几十次了。”于广生告诉记者，经
他培训出来的也已有上千人次。

“做公益的人是互相吸引、互相
影响的。”于广生还组建了“乐于广
生·爱满人间”志愿服务队，带领20
余名志愿者，在大行宫地铁献血车、
秣陵安养院等地开展公益活动，今
年以来，团队先后惠及群众 300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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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老于26年献血2.44万毫升
于广生是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
机辆段的机车司机，今年
54岁，同事和朋友都习惯
称他“老于”。驾驶火车在
铁轨上穿梭，是他的日常工
作；而他的另一段人生旅
程，同样充满温度与力量：
自 1999年起，他坚持无偿
献血，截至目前，累计献血
总量2.44万毫升。

通讯员 李海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于广生在献血 于广生工作中 通讯员供图

“熊猫血”家庭有个共同事业

现代快报记者采访王华的时
候，她正在利用午休时间在山西
路献血屋做志愿服务，对市民进
行献血知识的科普，介绍相关政
策、法规。

王华今年48岁，家住湖南路
街道大方巷社区。谈到无偿献
血，还要从家里的“国宝”说起。
1997年，王华和丈夫曹先生结婚，
也是在那一年，一次单位组织的
献血，曹先生知道了自己原来是

“熊猫血”。就在不久后，鼓楼医
院一名产妇大出血，曹先生的血
型匹配，他二话没说就准备抽血
救人。正是这样的一次经历，让
夫妻俩意识到献血救人是非常神
圣的一件事。

王 华 告 诉 现 代 快 报 记 者 ，

2018 年自己第一次献血，抽了
300毫升全血，身体也没有感到不
适，后来，她开始把献血当成生活
中的一部分，也当成一项家庭公
益事业来做。儿子小曹也是“熊
猫血”，在耳濡目染之下，小曹从
初中开始就加入到志愿服务中，
现在大学毕业工作了，他也多次
参与献血。据了解，在常州上大
学的他有一次接到求助电话，立
刻从常州赶到了南京。

现在，包括献全血和献血小
板，王华的献血总次数已经达到
22次，献血总量 6400 毫升，她还
获得了 2022—2023 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加上丈夫和
儿子，一家三口的献血量近万毫
升。

王华在献血屋前做志愿者 受访者供图

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
日”，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南京
这样一个“热血家庭”，一家三
口有两人是“熊猫血”，在互相
影响之下，三人一直坚持无偿
献血传递爱心，为陌生人送去
“生命的礼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马壮壮 张盼盼

“当时是凌晨0点30分左右。”
说起发现火情的那天，70岁的徐夏
庭依旧很激动。当天凌晨，他正在
家中睡觉，突然听到有邻居呼救，于
是立刻起床查看情况。

原来，他隔壁独居的周老太太
家中起火了。“先有另外的邻居看到
了，才喊的。”隔壁的周老太太已经
75岁，独居在家，徐夏庭和邻居发
现火情时，火势已经开始蔓延，“烧
得噼里啪啦的。”

一看这个情况，徐夏庭顾不上
穿好衣服，迅速打电话报了警，并拎
起一桶水就冲了出去。而当他踹开
门后发现，大火封住了院子，已经无
法从门口将周老太太救出。

由于平时经常走动，徐夏庭对
周老太太家的布局比较熟悉，知道
这处房子还有其他的窗户，于是立
刻“转战”到东侧条窗，用工具破开
后钻入屋内。“窗户一开，一阵热气
扑面而来，我赶紧转了个脸，否则脸
上就会被烫出疱来。”徐夏庭回忆，
当时屋内的温度已经非常高了，纵
使躲避及时，自己也被呛了4口烟。

“我一边往里面冲，一边喊她。”
门没法走，就只能再从窗户把人救
出去，可由于老人偏胖，行动不便，
徐夏庭只能先将她托上凳子，再翻
出窗户将其拽出了火场。

经过紧张营救，被困的周老太
太终于被安全转移，虽然其身上有

多处灼伤，但并无大碍。徐夏庭回
忆，在救援时，他还被掉落的瓦片砸
中，房顶的房梁也在救援后瞬间砸
落，好在有惊无险。事后，周老太太
被送往医院救治，大火被赶来的消
防部门扑灭。

5月 15日，邗江区见义勇为基
金会来到徐夏庭家中慰问表彰。问
及感受，他表示，邻居好赛金宝，“我
不图什么，人命最重要！”

70岁大爷火场中救出75岁老太太
“邻居好，赛金宝！”5月

15日，当扬州市邗江区公道
镇村民徐夏庭接受见义勇为
基金会表彰时，嘴上一直叨
念着这句话。4 月 30 日凌
晨，正在家中熟睡的他听到
动静，起床发现隔壁独居的
75 岁老太太家中起火。他
不顾自己70岁的年纪，奋力
冲入火场将老人救出，虽然
房屋已经烧毁，但由于救险
及时，老人并无大碍。

通讯员 邗公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庄剑翔

徐夏庭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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