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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天上午，来自奉贤
区海湾镇的28岁青年曹署风在仁济东院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申城第595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他的造血干细胞将被用于治疗一

对罕见病双胞胎患儿，为他们点亮生命的希

望。这也是本市首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治双

胞胎患者。

小曹长期从事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积极参

加青年宣讲团、文明创建培训等。2021年，他

参加了造血干细胞采样，成为一名志愿捐献登

记者。今年4月，接到初配成功的电话后，小

曹第一时间同意捐献，并获得了父母的支持。

他还动员身为医生的姑妈对有顾虑的爷爷奶

奶进行科普和劝说，消除了他们的忧虑。

然而，捐献前的体检出现波折。第一次，

由于小曹体检指标中有一项没有过关，捐献中

止。当得知要救治的是一对罕见病双胞胎患

儿时，小曹既为他们担心，又为自己没能通过

体检而懊恼。“患者没有放弃，我也不能退缩。”

他开始坚持锻炼，希望机会再次来临时，自己

不会重蹈覆辙。7月，当再次接到捐献请求

时，小曹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

会！”他遵照医生建议，按时吃药、增强锻炼、积

极调整，8月底复查显示体检合格。

采集完成后，小曹为身在远方的两位小患

者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

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珍贵的“生命种子”造

血干细胞则将被直接送往患者所在医院。

据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自20

世纪90年代初期开展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

献项目至今，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上海市分库累计在库志愿捐献登记者已达

17万人。截至目前，累计已实现595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其中向德国、美国、意大利、韩

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捐献23例。

28岁青年曹署风成为申城第59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首例！一人捐献救治一对双胞胎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一颗“小豆子”

撬动全球“大贸易”，用馥郁的香味与上海咖

啡文化“共舞”；一批全球新品汇聚“进博集

市 ·城市会客厅”，与市民游客共享进博红

利。距离第六届进博会开幕不足50天，进

博会的溢出效应正持续深化。

上周末，袅袅咖啡香在虹桥品汇升起，

巴西精品咖啡携诚意而来，最新引入3家咖

啡品牌，为中国朋友带来不一样的味蕾体

验。“咖啡有酸味，好像也有威士忌的香气。”

“这款咖啡酸度正是我喜欢的，今天真是不

虚此行。”活动现场，消费者品尝了来自巴西

19种风味的大师之作，不少人更是现场下

单，把心动的味道带回家。

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朱菁介绍，作为承接和放大进博会

溢出效应的“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主

平台，自开放以来，虹桥品汇与虹桥国际咖

啡港以一颗种子、一杯咖啡为纽带，链接上

下游，整合资源，构建一站式供应链和内容

赋能平台。目前，虹桥国际咖啡港已吸引世

界咖啡产地和国际咖啡品牌来此展示展销，

汇聚16国精品豆和20多个国际品牌，极大

地促进了商贸投资，让更多国家和品牌共享

中国发展大机遇。

此外，赶在今年国庆节之前，改造已久

的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将全新亮相。在

这个城市新地标上，升级后的“进博集市 ·城

市会客厅”将作为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的缩

影，出现在市民游客的眼前。

“小豆子”撬动“大贸易”

进博热，巴西咖啡抢先品尝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袁亚祥 记者 张

钰芸）进入9月，许多夏季时令水果逐步告

别市场，而各种秋季时令水果争相上市，迎

来销售热潮。

石榴、秋梨、蜜橘、西梅、柿子、嘎啦苹

果、阳光玫瑰葡萄……无论是西郊国际、上

农批、辉展等批发市场，还是乡巴佬、诚实、

全而廉、华诚、甜得来等果品连锁店，从进口

的到国产的，各类时令水果摆得满满登登，

呈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斑斓果色。

“现在这个季节，吃点梨子和柚子是最合

适的。”在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处的一家水果店

里，市民邱女士正在挑选水果，拿起一盒有

“梨中爱马仕”之称的秋月梨，准备周末带去

老人家里，顺便还为自己挑选了两个大柚子。

记者在店内看到，枣子、石榴、葡萄、火

龙果、苹果、菱角等花色品种都摆在醒目位

置。许多前来选购的市民说，秋季水果的品

种最为丰富，既新鲜又实惠，多吃水果成为

健康之选。

而在诚实果品连锁店，新上市的三红文

旦柚十分热销。售货员介绍，今年的柚子普

遍不贵，而且不管是白肉柚还是红肉柚，口感

都特别好。吃梨就吃晚熟梨，产自于沪郊崇

明最晚熟的水蜜梨，今年迎来了丰收年，也

是近年来口感最好的一年。而由江苏泗洪入

沪的富含花青素和硒元素的红梨可以说是

目前“梨中新宠”，单个售价最高可达50元。

上海市果品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预计国庆期间申城

果价将保持平稳态势，其中，常规品种如苹

果、冬枣、柿子、火龙果、猕猴桃等的价格会比

往常稍有下降，市民可以安心地啖果过节。”

申城果市按下“换季”键

丰收年，秋果登场价格平稳

每年夏天，洁白的花朵如满天繁星，盛放

在云南大理洱海澄澈的湖面上。然而，浪漫

景致的背后却有一个艰苦奋斗的故事——上

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孔海南教授

及其团队扎根西南20余载，守护洱海水清花

开。以孔海南教授的洱海治理经历为蓝本，

上海交大原创大师剧——话剧《海菜花开》于

上周末在闵行校区菁菁堂首演，2000余位师

生前来观演。50余位交大学子从零起步，完

成了一次“从0到1”的集体创作。

20余年，无数日日夜夜，孔海南教授的这

场绿水青山的守护，是一位科学家朴素而伟

大的人生选择，有着心怀家国的赤诚之心。

这样一位立体的“大先生”，要如何演绎？

“穿上戏衣，配合灯光舞美在舞台上演

绎，我像活成了孔海南老师，心绪随着剧情的

走向而起伏。”孔海南教授的扮演者黄迪彬

说，“孔海南回国时，相比于水治理研究上的

艰难险阻，更令他纠结的是家庭的安顿和工

作去处。矛盾的心情让剧中孔老师的形象更

为立体。孔老师舍‘小我’、为‘大我’的选择，

勇于挑战自我、担负家国使命的精神，形成了

一种能量。”

另一位扮演者李鑫是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博士研究生。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他

更深刻地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也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坚

定了扎根基层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

量的决心。

孔海南不仅是走出实验室的“科学家”，

更是走入课堂的“教育家”，但其育人影响力

并不只在专业课堂——海菜花从千里之外的

彩云之南“落户”上海交大思源湖畔，海菜花

开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故事里的科学家精神

从课堂传递至整个校园。

据悉，《海菜花开》的筹备工作历时近两

年。为了还原最真实的情景和细节，剧组翻

阅文字和影视资料30余部，多次与孔海南先

生及其助手座谈。今年夏天，50余位学生从

20余个学院、本硕博不同年级汇聚，从零起

步、扎根剧组、刻苦排练，用一个暑假做了一

件最难忘的事情。 本报记者 易蓉

大学生演绎“大先生”
上海交大原创大师剧《海菜花开》首演

“小确幸”是一个网络

用语，意为“微小而确实的

幸福”，流行已有一段时间，

我却从未使用过。这几天

突然被“送上门”的幸福感

击中，倏地想到了这个词，

从而感受到了它的精妙。

我家所在的小区位于

普陀区苏州河畔，出门就

是 光 复 西 路 ，这 段 路    

米内有两座桥——凯旋北

路桥和中山北路桥。桥下

因为光照不足，绿植很难

生存，故而很难美化，又因

是犄角旮旯，派不上用场，

于是多年来“藏污纳垢”，

大家都绕着走，甚至还因

周边有人来偷倒垃圾上过

新闻。

最近，这块地方突然发生了神奇的

变化。前几日，酷爱打篮球的儿子兴奋

地告诉我：“爸爸，家门口凯旋北路桥下

造了一个迷你篮球场。”

我将信将疑前去一看，愣住了——

可不，原先脏乱差的凯旋北路桥下不知

何时被清理干净，围起了铁丝网，里面铺

上了塑胶跑道，架起了篮球筐；旁边还有

一个健身区域，虽然还在建设中，但已初

具雏形，让人眼前一亮。

沿着光复西路走到中山北路桥下，

更是“别有洞天”。这一块区域经清理

后更宽敞、更亮堂了，还修建了一个广

场，造了一座公厕，周边小区的老头老

太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坐在长椅上嘎

讪胡。

可以想见，不久之后，河边，居民们

在步道上休闲漫步；桥下，孩子们在篮球

场内挥汗如雨；大妈们则欢快地跳着广

场舞……

我想象着这个场景，突然就被一阵

幸福感击中，有一种被想到、被照顾到的

温暖。

我们常说上海的城市治理要有“绣

花针”功夫，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的治

理过程中要用好城市的“边角料”。这两

处桥下的空间，其实连“边角料”都算不

上，可以说是不被人注意甚至被人嫌弃

的“废料”，但现在却化腐朽为神奇，成了

平淡生活中的“小确幸”。

这份努力、这份心意，居民们   （接

收，领会）到了，幸福写在笑容里。

细微之处见功夫，家门口的“小确

幸”，彰显的正是“人民城市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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