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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个人献的血，差不多是两

个成年人体内的血量。”
3月 10日，金山漕泾镇海渔村 3

组村民张大妹又一次在献血中心无
偿献血 400毫升，这位今年 59岁的

农村妇女至今已连续无偿献血 28

年、献血总量达 8000毫升，成为当地

的“献血模范”。

与张大妹同日报名献血的还有
本村 4位姊妹，她们平均每人献血量

达 3200多毫升。据海渔村村主任张
卫丰介绍，“这是我们村无偿献血的

‘五朵金花’，是张大妹‘传帮带’带出
来的。”

鼓励儿子
今年 3月，又是无偿献血月。自

1993年以来年年参加无偿献血的张

大妹又向村里报了名，儿子陆杰知道
后劝母亲：“妈妈，你今年不要去献血

了，爸爸去世不久，家务活也累，让我
去参加无偿献血吧。”儿子主动提出

去献血，正合张大妹的心意，但她并

不改变自己的主张。“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用血量增加，这一次我更

要参加。”母子俩决定共同参加无偿
献血。消息传开，村民都夸张大妹家

风好，无偿献血也有了接班人。
看到儿子第一次报名献血，张大

妹用自己当年第一次献血的经历鼓
励他。1993年，张大妹看到海报宣

传，得知许多病人急需救命的血，可
她到了献血现场却紧张得“跑了”，后

来在村干部鼓励下，才成功地献了第
一针 200毫升血浆。张大妹对儿子

说：“献血不能凭一时的冲动，要知道
这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把它当

作终生的义务；只要身体条件许可，
可以多献一些。”

发动姊妹
张大妹“迷”上无偿献血后，与姊

妹们聊天时总是三句不离献血，“无

偿献血，利国利民”成了她的口头禅。

同组的小姊妹小唐和小褚坦言，自己
也有无偿献血的想法，但怕献血后会

影响身体健康。张大妹拍拍自己结实
的身体对她们说，“身体健康的人献

血，不但不会有影响，还会加速新陈
代谢，对健康有好处。”张大妹带领她

们一起去检查身体，一起去参加无偿

献血。到现在，小唐和小褚都已连续
10多年参加无偿献血。

张大妹与 4组小陆和小徐同样
是小姊妹，三天两头总要聊上一番，

不间断的宣传渐渐地开启了她们的
心扉，她们说服家人，也报名加入了

无偿献血行列，至今超过了 10个年
头。从此“五朵金花”无偿献血的美名

传开了。

延长时限
为了健康献血，8年前，张大妹

将体重从约 90公斤减到 67公斤。

张大妹把国家颁发的一本本无偿
献血证书视为“珍宝”，因为上面记录

着她 28年热心慈善与奉献的历程。
村主任张卫丰还和记者说起张

大妹“不争”与“争”的故事：4年前，

年满 55周岁的张大妹按照国家无偿
献血法规定，可以“退休”了，同时，按

照她 20多年献血的成绩，可以申报
一块国家级奖牌。可张大妹不去“争”

奖牌，而是多方打听国家是否有延长
献血年龄的新规定。

获悉 2012年国家卫生部等部门
颁发的新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规定符合健康要求的公民，献血年龄
可延长至 60周岁，张大妹十分高兴，

因为又“争”得了 5年的无偿献血权
利。她说只要身体健康许可，还会参

加无偿献血。如今 4年过去，59岁的
她又献了 1200毫升。

“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模范行为，可
以影响一个村子的风气。”张卫丰说。

本报记者 陈浩

    现如今，在上海有了张出入小区、办公地

点、医院、行政服务中心、生活服务场所等的
通行证———随申码。

亮绿码，倒底能不能“一码通行”？近日，
有市民反映：自家的小区还不认随申码，希望

能尽快推广使用。对此，记者展开调查。

有些小区不认码
■ 长白路 37号韵都城
晚上 7时许，记者来到小区，看到居民们

都拿着“出入证”通行。
“我是绿码，能进去吗？”记者边说边向保

安出示了手机上的“随申码”。没想到，却被对
方立刻回绝：“这个码我们不认的，因为居委

会没有通知，我们也没办法操作。”

记者赶紧解释：随申码是通过大数据集
成的，显示“绿码”，就能够证明目前是处于

“健康”状态。但保安回道：“这些我都知道，但
我们不认，因为居委会没说这个码能作为通

行证，去车站、码头、超市可能都行得通吧。”
■ 瞿溪路 1072弄南园新村
一名保安正在大门口为进入小区的居民

测量体温。记者上前询问:“进小区，需要什么

凭证？”保安表示：要测量体温，登记信息。
“您知道随申码吗？”面对这个问题，对方

指了下张贴在小区门口的海报：“你用支付宝

扫一下，我不会操作，这个不太懂。”
对于是否可以持随申码自由出入小区，

保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强调：“出入小
区，光有一个随申码，是不行的。”

记者驻足观察，发现进小区的居民里，凡
出示随申码的，无一例外，都被保安拦住。

一堆“难题”皆有解
为什么不认随申码？对于这个问题，一些

社区工作人员说出了一堆的“难”。而这些

“难”，真的很难吗？
一“难”：随申码真能如实反映当前的健

康状态吗？
回答：能。随申码颜色的判断是根据用户

当前状态，通过用户相关数据分析评估后得

出，显示最新风险状态。
随申码的产生有着强大的数据支撑。它

依托来自于卫健、公安、通管等部门汇聚的数
据，经过防控规则和数据建模，分析评估后，

测算出绿色（可以通行）、黄色（建议观察）、红
色（建议隔离）三种风险状态。

二“难”：出示截屏怎么办？
回答：不认截屏。每个随申码生成后有更

新时间显示，同时有个人照片可以进行核对。
随申码提供核验功能，作为场景应用方

的核验人员，可以同样拿出手机扫一扫随申
码进行核验。

三“难”：访客管理怎么办？

回答：先认码再登记。上海结合推广使用

健康随申码，明确对进入小区看望亲友的人
员，如果出示随申码是绿色，亲友也同意他拜

访，在体温测量正常、做好登记后，应该允许
其进入小区。

这些“难”其实都有了解答，关键是随申
码要用起来！

不少小区已推广
■ 嘉定区马陆新城白银社区
这个社区有将近 4平方公里，人口数万。

作为超大型社区的“管家”，白银社区党
总支书记张晔告诉记者：随申码已成为社区

通行的重要参考依据。
“外来人员进入社区，必须去居委会登

记、报备。如果这时能够出示随申码，那会是一

个很好的自证和补充。”张晔表示，由于辖区人
口多、成分复杂，需要凭临时出入证出入。

快递小哥或其他需要临时出入小区的人
员，在必要的测量体温和登记后，如果能够出

示“绿码”，将成为进入小区的重要依据。

■ 徐汇区田林十二村
记者来到小区，在出示随申码后，经志愿

者和保安核实为绿色，准予“放行”。

社区志愿者郑霞告诉记者，小区对于随
申码持积极应用推广的态度。作为志愿者，她

也不忘提醒来往的居民一句，可以下载相关软
件，并申请随申码，作为出入小区的凭证。“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随申码方便、有效率，我们也建

议居民多去使用。”

■ 浦东新区张杨路1050弄2号绣竹大楼
晚高峰时，进入小区的人明显增多。

记者出示了“随申码”，保安和志愿者均
示意可以进入小区。在现场，小区的居民都能

亮“绿码”通行。
福竹居委相关负责人说，自“随申码”普

及以来，居委会就积极宣传，并且在宣传栏里

贴出告示，告知居民，积极使用随申码。
“事实上，随申码的出现，给我们基层的

工作带来了便捷，减少了矛盾。”该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制作了完整的申请随申码的流程海报，

张贴在小区内，鼓励居民下载、使用。
对方同时坦言，对于沪籍小区居民和已

经过 14天居家隔离的返沪居民，出示随申码
便可进入小区。但为了防控需要，对于临时出

入小区人员，除了出示随申码，还需要在居委
会登记、报备。

【相关链接】

亮码后，他们这样进小区
上海结合推广使用健康随申码， 明确快

递员等物流人员， 家政员、 护理员等服务人

员，水、电、气、通讯等公用事业设施维修人员，

符合一定条件的———能够出示健康随申码绿

码，体温测量正常，已做好登记，服务人员已经
相关居民同意———应允许进入小区 （其中快

递员可进入小区进行无接触式投递）。

本报记者 徐驰

有了绿色随申码就能进小区吗？
依托各部门数据测算而成，应作为健康凭证积极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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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机退货要收运输费和开箱费

晚报编辑：

今年 3月初， 我儿子在田林路上的苏宁
电器买了一台老板 8229 型油烟机， 价值

6000元。 师傅上门安装，拆封后，却发现油烟
机的位置和橱柜冲突，无法装上。联系商家退

货，对方同意了，但必须要收取我运费和开箱
费，总计 180元。 商家当时明明承诺“7天无

理由退款”，另外，我家离开门店只有 4公里

不到的路程，这 180元的费用，是否过高了？

读者 蒋先生

【本报调解】

蒋先生告诉记者，儿子为了尽孝心，帮他
购置了这台老板牌油烟机。不过，购买时由于

比较仓促，估计不足，导致师傅上门安装时无
法直接装机。“我思前想后，决定先将机器退

了，再做打算。”谁知，蒋先生向商家提出，商

家要收取开箱费和运费，共计 180元。
3月 19日，记者联系了“老板”专柜的

负责人邵女士。邵女士强调，由于蒋先生将
装机器的箱子开封，对于产品的后续销售，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按照公司规定，必须
要收取一笔开箱费；另外，由于需要上门取

件，还要收取运费，两笔费用共计 180元。

“让我承担一部分费用，我也认了，但
180元的价格，是否偏高了？何况，我住得也

不远，箱子也只是开了封，连泡沫塑料什么的
都在里面，没有动过。”记者将蒋先生的诉求

反馈给邵女士，希望她能够听取消费者的合
理诉求。十分钟后，邵女士回应称，她向公司

申请后，同意将费用削减到 100元。
记者马上将商家的意见回复给蒋先生。

他表示同意，说会和商家约定好上门时间。蒋
先生十分感谢“和事佬”栏目对他的帮助。

本报记者 徐驰 王新华

经本报调解后，消费者和商家达成一致

鸟语花香三月春，

欢声笑语老哥们。

疫情虽缓不可忘，

珍重生活善爱身。

随手拍
有图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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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佬
面对面 调一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