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要长期接受治疗、身体免疫力较低，白血病儿童难以像普通孩子一样
接受学校教育，陪伴他们的只有医院、护士、药物与针管。

当白血病患儿有了病房学校

普通职工 20年捐献 8000毫升“熊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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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 9 时 30 分， 北京儿童医院旁的
一间教室里，开始进行清扫消毒。

进入教室前要先洗手，然后扫地，拖地板，
用消毒液擦拭门把手、开关、柜子等所有孩子
可能触碰的地方，用酒精擦拭桌椅，打扫卫生
间。

消毒完毕，老师们开始准备教具。 10 时 30
分左右，走廊传来一阵欢声笑语，孩子们陆续
到来。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家长坐在教室外的
小间里。

这里是北京新阳光病房学校恒华院外教
室。 来上课的孩子们年龄从 3 岁到十几岁不
等，他们都是白血病或其他血液肿瘤患者。

因为要长期接受治疗、 身体免疫力较低，
白血病儿童难以像普通孩子一样接受学校教
育，也鲜有老师和同学的陪伴。 病房学校，则是
帮助他们上学的地方。

“我想上学”

2008 年，北京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学生
社团）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幅画。 画上一个光头
小朋友戴着口罩、背着书包，正迈开步子往“爱
心小学”走去，眼里放着光。

画的作者是一个叫左延的孩子，他小学只
上了 3 个月就得了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从此
远离了学校。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我想上学”。
协会的志愿者们从此开始给左延提供教

育。 后来，协会的负责人刘正琛在 2009 年发起
成立了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致力于白血病
等血液肿瘤救助。 2012 年，基金会启动了病房
学校项目，在北大妇幼医院成立了第一间病房
学校，免费帮助白血病儿童学习。

公开数据显示， 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儿童肿瘤中
居首。我国每年新发白血病患儿约为 7000~8000 人，
其中 70%的患儿通过 2 至 3 年的治疗可以被治愈。

由于在治疗期间长期住院、免疫力较低，他们没
法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正常上学。他们的童年里，老
师、同学、课本和玩闹是缺席的，陪伴他们的只有医
院、护士、药物与针管。

因为脱离学校的时间较久， 许多孩子在治愈后
进入学校时，会出现不适应环境、跟不上课程、社会
交往能力弱等问题。“我们在医院院内或院外设立病
房学校，给孩子们提供陪伴式教育，来保持他们的学
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刘正琛告诉《工人日报》记
者，目前，新阳光病房学校已在全国 14 个省市建立
了 26 间教室，服务近 6 万名患儿。

“生活不再是两点一线”

教室里，5 岁的菲菲小朋友正在给鱼画眼睛，她
还画上了 3 根长长的眼睫毛。 “我画了一只母鱼，我
还要给它穿上裙子！ ”她说。

这节手工课的主题是 “我捕到一条会飞的鱼”，
老师教孩子们做鲤鱼旗。 课程由致力于儿童艺术教
育的公益组织“新艺动”承担，志愿者们每周四都来
这里给孩子们上课。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菲菲做好了一面鲤鱼旗。她
把旗子拿在手里舞动了一会儿， 就去玩教室里的玩
具了。 “我很喜欢来这里上课。 ”菲菲眨巴着眼睛说
道。

菲菲的妈妈说，发现菲菲生病时，她才刚上了半
年的幼儿园小班。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治疗，她就
带着女儿从广西来到了北京。

“看着孩子这么小就要承受大人都难以承受的
痛苦，真的心都要碎了。 ”菲菲妈说，有一次，菲菲做
腰椎穿刺， 她在手术室外听着女儿撕心裂肺地哭喊
了整整 20 分钟，“我的心都在滴血”。

治疗期间，孩子嘴巴烂得如被刀子割一样，肚子
明明撑得比皮球还大，却还是觉得没有吃饱，掀开衣

服，孩子的胳膊上到处都是针孔……菲菲妈说，不了
解白血病的人不知道治疗过程有多么艰难。

自从知道有病房学校， 她就时常带女儿来这里
上课。“平时没有小朋友和她一起玩，来到这儿之后，
她的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也不再是医
院和家两点一线了。 ”

在北京新阳光病房学校任专职教师 3 年的夏奕
告诉记者，孩子们刚来教室的时候大多比较怕生，但
只要老师和志愿者们耐心地陪伴他们， 他们就会敞
开心扉。

“山东枣庄的一位爸爸今天打来电话说，病房学
校对他孩子的帮助特别大。现在结束治疗回家后，可
以直接去学校上学了。 而当地很多同样患白血病的
孩子只能待在家里……”

“通过在病房学校的学习，你的性格逐步开朗起
来，看到你和老师互动，妈妈很欣慰……”在新阳光
病房学校的微信工作群里， 孩子的家长们分享着彼
此的高兴与感动。

“让白血病儿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

周四手工课的主教老师是夏天， 她做儿童教育
志愿者已经很多年了。她说，因为白血病儿童免疫力
低，如果感冒了就最好不要跟孩子们靠得太近，以免
传染。 如果志愿者生病了，那天就会换人来上课。

这天，夏奕喉咙有点疼，在做完教室的清扫工作
后， 就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坐了一上午。 她向记者介
绍，来学校讲课的有培训机构的志愿者老师、高校志
愿者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有些高校志愿者团队长期和病房学校合作，每
周都会在固定时间来教室陪伴小朋友， 也有的会主
动承担活动的组织，比如首都医科大学志愿团队，今
年就负责科学小实验部分。

病房学校目前在北大妇幼医院院内和恒华院外
设立了两间教室。 院内教室服务的是住院治疗的白
血病儿童，每周有两次课。在院外教室上课的则是治
疗维持期的孩子，每周周一、周三、周日是学龄期儿

童文化辅导课，周四、周五、周六上下午组织学龄
前儿童为主的集体活动， 提供学龄前幼儿的五大
门类课程，包括艺术、语言、社会、健康、科学和数
学等。

“我们所说的上学，其实是儿童的发展需求。”
刘正琛说，对于学龄前孩子，他们会通过幼儿教育
五大门类进行教学；对于学龄期孩子，有几个教室
正在做试点，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此
外， 病房学校还在很大程度上让白血病儿童减轻
了孤独感，让他们学会如何与人交流沟通。

“让白血病儿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是病
房学校的标语。 我国对残障儿童设置了特殊教育
学校， 但患有白血病等重大疾病需长期住院治疗
的儿童，既无法去普通学校上学，也没有特殊教育
为他们服务，这成了一块教育的空白。 除了病房学
校，只有个别地区在学习这种模式。

“接下来，我们要开放更多的教室，招募更多
优秀的老师， 在课程的开发上也要做进一步的探
索。 我们还会加强和医院、普通学校的联系，培养
更多的社工，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教育服务。 ”刘
正琛说， 他希望长期住院渴望上学的孩子们不再
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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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武汉铁路局武汉动车段的俞宙获得
了一份荣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今年，是俞宙献血的第 20 个年头。这个看上
去瘦弱的中年男人，是一名珍贵的 RH 阴性 AB
型“熊猫血”无偿献血者。 20 年来，他无偿献血近
8000 毫升，是普通人身体血液量的两倍。

1998 年，刚满 20 岁的俞宙在经过武汉血液
中心时，出于好奇，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献血。 献
血一周后， 血液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他，“你的
血型是 Rh 阴性 AB 血型。 很特殊，请你注意安

全。在需要的时候，希望你能为其他相同血型的人提
供生命的援助。 ”

1998 年底，俞宙踏上前往军营的路途。 部队每
年都会组织一次集体献血，俞宙总是冲在前列。因为
他还记得血液中心工作人员说的话，他的血很特殊。

2000 年退伍后，他来到血液中心进行第 4 次献
血。 在询问医生后，他才知道自己的血为什么特殊。
原来除了常见的 A、B、O、AB 型之外，人类的血型还
有 RH 阳性和阴性之分。 在中国，RH 阴性血仅占
0.34%，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血型，被称为“熊猫血”。而
RH 阴性血中，RH 阴性 AB 型更是“熊猫血”中的特
殊类型，仅占全国人口 0.034%。

从部队复员后，俞宙被分配到武汉铁路局，成为
了一名铁路职工。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开始瞒着家

里偷偷献血，只要血液中心打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
赶到。每当更换联系方式或住址后，他也是第一时间
通知血液中心。 “90%以上的稀有血型者是在用血时
才发现的，但是血库库存血液都是冷冻的，要想注射
需自然解冻才行。 在生命救助中， 最宝贵的就是时
间。 ”俞宙说。

2001 年，他加入了武汉市血液中心稀有血型互
助会，更加频繁地参与义务献血。 有一次，血液中心
打电话到家里， 被父母知道后， 他与母亲大吵了一
架。 因为是独生子，父母担心他献血影响身体。 两位
老人劝了他很久，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他的一句话
改变了想法。 “人命关天，难道要看着别人见死不救
吗？ ”当查出表哥与堂妹是“熊猫血”后，他反复做两
人的思想工作。在俞宙的劝说下，他们也加入了献血

的队伍。
2007 年 7 月，由于责任心强，俞宙被湖北省

红十字会挑选为“生命邮差”，负责将捐献者的骨
髓由武汉协和医院送往郑州市人民医院，为一名
18 岁的患者送去救命的“血浆”。为了保证造血干
细胞安全送达， 俞宙提前 10 多个小时就到医院
等候造血干细胞采集。 当拿到装有造血干细胞的
冷藏箱后，他立即前往汉口火车站，乘坐末班动
车赶往郑州。 当看到造血干细胞成功注入受助者
体内后，俞宙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下来。

当被问到今后的打算时，俞宙笑着说：“献血
的年龄要求是 18 岁到 55 岁。 只要身体条件准
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就算以后不能献血了，我
也要做一辈子的志愿者。 ”

大国工匠获评全国道德模范
本报讯 （记者李玉波）近日，中国文明网发布了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大国工匠、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防务事业部工人
戎鹏强被评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1965 年出生的戎鹏强是一名火炮炮管生产线上
的深孔镗工。 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屡破国外深孔技术壁
垒，多次创造深孔镗领域“中国第一”。他专注火炮炮管
加工，解决技术攻关难题 30 余项，技术发明创新 2 项，
图纸改进 10 余项， 为企业节约创效近千万元。 34 年
来，他多次婉拒民企高薪聘请，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
一大批新时代蓝领工人。

集 体 婚 礼 上 奉 献 爱 心
本报讯 （通讯员楼哲 杨轶凡 记者钱培坚）“我们

结婚啦！ ”新人们手捧鲜花、手挽着手，带着幸福的微
笑，站在了幸福的舞台上。为爱宣誓、互换戒指、爱心公
益、拼绘蓝图、喜庆欢歌……日前，中建三局华东公司
21 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参加此次婚礼的 21 对新人， 在享受幸福的同时，
更懂得将感动不断传递。 他们积极参与到“爱心上海”
青少年公益圆梦行动中，在“爱心上海”的公益平台领
取了 21 位上海市贫困儿童的微心愿，为他们置办了爱
心礼物。

中建三局工会工作部部长杨柳说，近几年，中建三
局一直积极倡导婚事新办的勤俭理念， 帮助青年员工
组建小家庭，踏上幸福路，不断探寻践行群众路线和构
建幸福企业的最佳契合点和最大融合度。

企业做好职工体检“技术活”
本报讯 “原来我的骨密度才 75%，之前一直不知

道还有这样的检查 ，报告建议我多晒太阳 ，少喝饮
料……”12 月 1 日， 中铁上海局四公司职工翟宝龙拿
着体检报告说道。

每年一次的职工健康体检是该公司“家文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 该公司从强化体检效果出发， 积极做好
800 多名职工体检的“技术活”：在职工 QQ 群中推送
健康贴士，向广大职工普及体检知识；走访多家三甲医
院进行考察比选，结合职工的年龄特征和职业特点，增
加骨密度测定、经颅多普勒检查等专项检查；体检结束
后，向全体职工发放了调查问卷，及时了解职工的体检
感受和建议。 （赵晓亮 程伟炜）

不到 10 平方米的屋子，81 岁的蒋贵英坐在床沿，4
个年轻人正与她聊天。 蒋婆婆身后外孙的床上，放着不
少好心人送来的被子和毛毯， 地上和桌上， 堆满了牛
奶、鸡蛋、香肠和蔬菜。 当天下午短短两个小时，共有 19
位爱心人士前来探望老人。

数年前，四川成都春熙路街头，一位身材瘦小的老
人佝偻着身躯， 背上背着一个装满塑料瓶子的大大口
袋，这一画面被人定格，照片流传网络，从此 “口袋婆
婆”成为蒋贵英的别名。 十数年来，她靠拾荒养活着包
括瘫痪女儿在内的一家老小。

这个冬天，“口袋婆婆”的故事又在朋友圈流传。 连
日来，马鞍北路 73 号附 71 号的两间小屋里，不断有爱
心人士进进出出，他们为“口袋婆婆”一家送去食物、药
费、工作机会，以及生活的希望。

踏出外孙的房间，站在另一间屋子的门口，身前夹
杂霉味的清冷与背后还未散尽的温热， 形成对比。 这
里，有蒋贵英一辈子割舍不了的爱与痛。

“女儿 6 岁时得了脑膜炎，一直没治好。”蒋婆婆说，
女儿年轻时身体状况还没那么糟， 嫁了人生了娃。 然
而，外孙不到半岁，他的父亲就因胃癌离世。

照顾女儿和外孙的担子， 落到了蒋贵英的身上。
好强的老人，起初并不愿拾荒。 19 年前刚到成都，她
也曾在饭馆打工。 一个月后老板看到她的身份证，却
犯了难 ， “您这么大岁数了 ， 磕了碰了我可承担不
起。 ”

无奈之下，她开始拾荒谋生，这才有了人们口中的
“口袋婆婆”。

本报讯 （记者余嘉熙）近日，河南省通过扶贫开
发条例，将对脱贫认定中作假的直接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引咎辞职或者给予
责令辞职等处理。

条例要求，在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
准脱贫工作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弄虚作假
或者胁迫等不正当手段，骗取扶贫政策待遇。

在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未
按照规定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纳入扶贫对
象或者故意将不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纳入扶贫对

象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在脱贫认定工作中虚报数据、虚构事实，或者违
反脱贫认定标准和程序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严重后果
的，其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对其给予责令
辞职等处理。

虚构或者伪造扶贫项目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取消其扶贫项目；有违法所得的，由相关部门依法
没收违法所得，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造成损失

的，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还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依照法律从

事公务的人员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或者有其他不作为、乱作为的；滞留、截留、挤
占、挪用、冒领或者贪污扶贫资金的；干扰、阻碍扶
贫开发工作的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
相的；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扶贫开发工作职
责，对扶贫开发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

福州公布恶意逃废债务失信人黑名单

事情虽然过去 10 多天了， 但是一提起来，73 岁的
张春艳内心依旧会涌起一股暖意。

11 月 19 日，张春艳在陕西西安市的路上被意外撞
倒。 她右腿着地，头着地，头既疼又晕，半天起不来。

这时跑过来一个小姑娘，一边询问，一边搀扶她。 小
姑娘还跑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了省医院。

“小姑娘陪着我又是做心电图又是做脑 CT，还给
腿部拍片子，一直搀扶着我。 ”张春艳说，小姑娘直到联
系上她的老伴，才急匆匆离开医院。 “她花了四五百元，
临走时，还把 500 元塞给我，让我拿着以备急用。 ”

经过两天休息，张春艳这才想起连小姑娘叫啥、住
哪儿都没问。 她翻出手机上的记录， 从 11 月 21 日开
始，多次给她打电话，直到 11 月 25 日下午才打通。

原来，小姑娘名叫张咪，是一所军校的学员。周一到
周五不允许使用手机。张春艳拿着锦旗来到了小姑娘的
学校，“想表达一下谢意，最重要的，得把钱还给人家”。

“我没想到老人会找来，更没想到要什么回报。 ”22
岁的张咪说， 当时老人捂着胸口躺在地上，“我第一反
应就是赶紧送医院。 ”

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出租车司机的一番
话又让她害怕。 “司机担心老人出意外，给大家带来麻
烦。 我就留了司机的电话，还记了车牌号。 ”但到了医
院，老人一见医生就对医生说：“是这个小姑娘救了我，
我俩并不认识。 ”

“就是老太太这么一句话。我决定一直陪着老人。 ”
张咪说，在老人做脑部 CT 时，本来只能排到下午。 她
把老人情况给医生说明后获得了“绿灯”，正是每一个
人的友善，让她有了信心。 （吴泓洲）

12 月 5 日，扎根大庄科乡慈母川
村的村医郭建峰在为老人量血压。

慈母川村位于北京北部燕山深处
的延庆区大庄科乡， 这个满族人口占
60%的村庄多年来村民和谐相处，慈
孝文化、邻里和睦在村民中深深扎根，
涌现出了一批道德模范。

2016 年慈母川村的农民通过林
下种植经济作物、满族民俗乡村游，全
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22441 元。慈母
川村以其秀美的山水风景、 整洁的村
容村貌、深厚的慈孝文化，先后被国家
民委和北京市评为 “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和北京最美乡村，2017 年慈
母川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日前，福州市公布了一批恶意
逃废债务失信行为人黑名单，22 名存在恶意逃废债务行为
的失信被执行人上了黑名单， 恶意逃废债行为的具体情形
被一一曝光。

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市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信用惩戒体系，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
公信建设，挤压失信者生存空间。 结合交通治堵、“两违”管
理、物业管理、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工程建设、电子商务
等城市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引入信用分类管理，组织市公安
局、市城管委等相关单位，开展六大领域信用联合惩戒创新
试点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失信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局。

河南出台地方条例

脱贫认定作假者将受严惩

燕山深处的文明村

通往大凉山的绿皮火车
11 月 15 日 ，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 班次

5633/4 次列车停靠在冕宁车站， 乘列车到乡镇中
心小学读书的孩子们与家人告别。

这趟列车自 1970 年 7 月 1 日成昆铁路通车以
来，行驶了 47 年。列车通行的多是彝族群众聚居地，
部分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 贺瑞明 杨洪林 摄

12 月 7 日，白血病儿童在北京新阳光病房学
校恒华院外教室里上课。 本报记者 吴丽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