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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吴诗榕）
2025年 1月 3日，中央政法
委在京发布 2024年第四季
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
网络关注度和各地各单位
推荐意见进行综合评审，
共有 42位见义勇为勇士光
荣上榜。其中，福建两人
上榜。

黄德辉，男，汉族，1981

年 7月生，牺牲前系福建省
南平市浦城县忠信镇高溪
村居民。

2024年 9月 28日 10时
许，黄德辉在福州市永泰
县赤锡乡岩顶水库除草
时，看到一辆小汽车在拐
弯下坡时冲出道路，坠入
水库，他快速向事故现场
跑去。此时，落入水中的

驾驶员已从车内逃生，爬
到车顶。在水中强大的吸
力下，小车被快速淹没，落
水者落入水中，不停地挥
舞着双手在水中挣扎。黄
德辉跳入六七米深的水
中，全力靠近落水者，尝试
拉拽无果后，改从身后推，
将其托出水面。落水者极
度 恐 慌 ，紧 紧 抱 住 黄 德

辉 ，致 使 黄 德 辉 多 次 呛
水，他拼尽全力将落水者
推向来救援的群众，自己
因体力透支沉入水底，不
幸牺牲。

聂玉星，男，汉族，1983
年 11 月生，福建省兰峰制
革公司部门经理。

2024 年 9 月 6 日 19 时
许，福建省兰峰制革有限

公司员工张某与同事发生
矛盾，持刀将两名同事砍
伤。负责公司行政工作的
聂玉星回家途中接到电
话，迅速赶到事发现场调
解。面对失去理智的犯罪
嫌疑人张某，聂玉星不停
地安抚其失控的情绪，并
寻机接近犯罪嫌疑人，多
次尝试夺下他手中的刀。

犯罪嫌疑人十分警惕，高
高地举起手中的刀阻止他
靠近。接警赶到的民警，
与犯罪嫌疑人展开对峙。
其间，聂玉星趁犯罪嫌疑
人注意力分散之际，从其
侧面出击，快速冲上前紧
紧抓住犯罪嫌疑人的手
腕，夺下他手中的刀，将其
制服。

“能够延续另外一个
人的生命，这是一件非常
伟大的事情！”近日，厦门
市滨城中学的老师们纷纷
为同事王宇桐点赞，他们
点赞的事，是王宇桐正在
做的事——为没有血缘关
系的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
细胞，帮助患者延续生命、
重启人生。

这次捐献，起源于王
宇桐大学时期的一次无意
之举。2022 年的一个夏
日，血站的献血车进驻王
宇桐当时就读的大学，开
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当
时没多想，既然都献血了，
多留几毫升血液样本，对
我也没什么影响，说不定
之后会用得上。”王宇桐当
即登记加入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

2024年7月的一天，已
经变身为人民教师的王宇
桐接到了厦门红十字会通
知配型成功的电话，他有些
惊讶，更感到庆幸。惊喜之
余，王老师更意识到肩上的
责任重大，为了保持良好的
身体状态，答应捐献后，课
务繁忙、备赛紧张的他，努

力控制熬夜时间，调整工作
安排和作息，希望能进一步
改善身体机能，为患者提供
高质量的细胞。三个月后，
他顺利通过了高分辨血样
检测和体检。

1 月 3 日，经过 5 天的
“动员剂”注射和数小时的
外周血循环，王宇桐在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完成
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全
国第 19212 例、福建省第
483例、厦门市第 149例非
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现在随着医疗技术
的发展，通过动员剂增加人

体内造血干细胞的活性，让
血管里的造血干细胞含量
提升，捐献的方式不像以前
抽骨髓，而是和平常抽血
类似，对身体没什么损害，
不用太担心。”面对身边朋
友和同事的疑惑和担心，
王宇桐耐心地解释造血干
细胞采集的操作流程，并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大
家了解和参与造血干细胞
捐献，“能够献血也是一种
身体健康的象征。加入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给
自己一个救人的机会，也给
患者多一分生机”。

新年“第一捐”用爱传递“生命的火种”
福厦两地联动，昨日完成三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2024年第四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

福建两勇士上榜

1月3日，“00后”教师王宇桐在厦门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为素不
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的种子”。同
一天，福州“95后”医学生林朝阳和三明“95
后”公务员曾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同一间采集室内完成了捐献。这是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福建分库建库
以来首次福厦两地联动、三市三例同日采
集，成为福建省2025年“第一捐”。

截至2024年12月底，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累计库容达到 347 万人份，
已经实现超过1.9万例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捐献。

1月3日，来自三明市清
流县人民检察院的“95 后”
检察官助理曾晟，在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完成
了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了
全国第 19213 例、福建省第
484例、三明市第 36例非血
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20 年 6 月，曾晟在一
次献血活动中偶遇一位朋
友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活动，他被捐献造干

“拯救生命”的崇高理念所
吸引。“在很小的时候，我就
从电视里了解过造血干细
胞捐献，我明白这对身体的
影响是短暂且可逆的，如果
能够匹配成功拯救他人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没
有多加考虑，曾晟就同意采
样登记，成为了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

2024年 10月的一天，正
在上班的他接到了红十字
会的初筛电话。“我的第一
反应是惊讶。因为我知道
匹配成功的概率很小，我想
我或许拥有了一次挽救他
人生命的机会。”曾晟当即
答应捐献。但人命关天，在
应允过后，他丝毫不敢马
虎，立刻通过查阅资料和观
看科普视频，对捐献流程和
注 意 事 项 进 行 详 细 的 了
解。为了配合之后的高分
辨血样检测和体检，平时疏
于锻炼的他也开始运动健

身，希望能以最好的身体状
态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然而，在准备捐献的过
程中，曾晟也面临了一些不
小的挑战。一开始，身边人
因为不了解捐献的具体操
作，认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就
是“抽骨髓”，因此并不支持
曾晟的捐献想法。然而这些
都没有动摇他捐献的决心，
在曾晟的反复科普和曾经一
位捐献者的“现身说法”之
后，家人终于放下心来，支持
他捐献救人的决定。在前往
福州进行捐献的途中，曾晟
得知患者的病情不容乐观，
他深感担忧，也更加坚定了
自己捐献的决心。

患者是个酷爱跳舞、唱
歌的花季少女，亲笔写信致
敬她心中的“大英雄”，感谢
他的大爱奉献给予了她活
下去的希望，让她全家又有
了期盼，也为她今后的人生
点亮了一盏爱心接力的明
灯。“待我康复后会努力学
习，回报社会，不辜负您的
救命之恩。”患者的只言片
语，让曾晟深深感受到了当
初救人一诺值千金。

捐献后，曾晟激动地表
示：“捐献造血干细胞不是
一件可怕的事情，希望通过
我的小小善举，能够鼓励更
多的人加入公益事业中来，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美
好的家园。”

1月 3日 8:30开始，伴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的启动
和运转，满载爱心的血液从
林朝阳的手臂血管流出和
回输，经过几个循环之后，
造血干细胞被汇集到采集
袋中。这份“生命的种子”
将带着捐献者的祝福，为患
者送去延续生命的希望，这
份新年礼物也让两个素昧
平生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血脉相连”。这一日，林
朝阳成为了全国第 19211
例、福建省第 482例、福州
市第 136例非血缘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也是我省今年
第一位捐献者。

林朝阳是福建医科大
学内科学学生，2020 年在
一次无偿献血中，他正式登
记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并热切期盼着能够早
日配型成功实现救人愿
望。“无论是患者还是他的
家庭已经很不幸了，希望能
够有机会帮助他们，能传递
给他们更多的正能量。”

2021 年和 2023 年，林
朝阳都收到了初步配型成
功的通知，但由于患者病
情变化的原因，捐献都没
有进行下去。2024 年 10
月，林朝阳再次接到了初
配成功的通知，他依然毫

不犹豫地同意继续行救人
之事：“我是一名医学生，
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希
望此次捐献能顺利进行。”

捐献准备阶段，恰逢
林朝阳在协和医院“规培”
和攻读硕士学位，每天像
旋转的陀螺一样忙碌不
停，但捐献意愿坚定的他，
依然挤出时间认真配合高
分辨血样检测、综合体检
等各项准备工作。12月中
旬，终于等来了可以捐献
的消息。30日下午，在协
和临床医学院辅导员和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林朝阳前往协和医院

签署造血干细胞捐献同意
书，并开始接受造血干细
胞动员剂注射，连续注射5
天后顺利完成采集。

当得知自己捐出的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送达移植
医院，帮助患者重新激活
了造血功能，林朝阳终于
松了一口气，他默默地为
患者祝福和祈祷，同时对
于自己的此次捐献也颇有
感触，“年轻的时候，是最
适合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生阶段。参与无偿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希望我
的捐献经历，能影响更多
年轻人加入捐献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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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阳：“我是一名医学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王宇桐：“给自己一个救人的机会，也给患者多一分生机”

“希望我的小小善举，
能鼓励更多人加入公益事业”

曾晟：

林
朝
阳

曾
晟

王
宇
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