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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假期，宝山

罗店8000平方米的自然

系鲜花农场“枋园”全新

亮相迎客，吸引了不少年

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体

验当“农场主”的乐趣。

采鲜花做花束、在花田里

品尝咖啡、喂养小动物、

学习做农事……久居都

市的年轻人，在农场里体

验到轻松惬意的慢生活。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都市年轻人体验“农场”生活

你我有了“血缘”

“嘀……”4月26日下午，血细

胞分离机运作结束，林昊成功捐献

253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您是上海的第628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同时光荣地成为中华

骨髓库第17427例捐献者。”工作

人员话音一落，林昊看了眼病房的

窗外，葱葱绿叶，生机勃勃。

他的造血干细胞将如一粒粒

种子，“种”进另一个人的体内，在

适应新环境之后，慢慢“发芽”成

长，分化成各类血细胞，帮助患者

重建人体免疫系统。

这一刻，林昊突然感觉到，自

己和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有了珍贵

的“血缘”，也因此多了份牵挂。

人生最美十年

十年前，林昊离开家乡，到上

海第二工业大学求学。大一时，看

见学校通知栏里张贴着中华骨髓

库捐献造血干细胞入库的宣传单，

他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采集了血

样。大二时，林昊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应征入伍，2017年重返校园，完

成本科学业。2020年，林昊在读研

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

年，南方多地洪水泛滥。本报特派

记者前往江西省抗洪救灾第一线，

在永修县洪灾最严重的三角乡遇

到了林昊和他的校友。18名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退役军人大学生，自

发组成一支抗洪小分队。如今，林

昊就职于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和妻子一起在上海

打拼奋斗。

今年2月2日，林昊接到中华

骨髓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他与

一位白血病患者基因点位初配成

功，问他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

胞。“能用生命‘重启’生命，我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2月6日，利用上

班午休时间，他赶到位于成都北路

的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上海分库，做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

检。结果出来了，显示为“非亲缘，

全相合”。

决定捐髓救人

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血干细

胞适配概率只有10万分之一，这

意味着，每一次成功配对，都是生

命的奇迹。林昊决定把这一消息

告诉家人，经过沟通，家人给予他

最大的支持。

由于“双盲”原则，林昊不知道

自己要救的是一个怎样的病人。等

待期间，他调整作息习惯，饮食注

意营养搭配，每天锻炼、增强体

能。“想把我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

佳，把最健康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给

他，好让他早点摆脱病痛的折磨。”

4月7日，得知患者病情稳定，

可以接受捐献了。林昊跟公司请

假，签署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知情同

意书。4月22日，在妻子的陪伴

下，他到上海市长海医院住院。每

天早晚需要注射动员剂，刺激造血

干细胞再生。4月26日早上8时，

经过前期准备，采集开始。

据悉，刚刚过去的四个月内，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成功完成3例

捐献。2003年，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成立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通

过多种形式，帮助大学生了解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知识。目前该校已

有6000余名师生加入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1年来，有16

位采样者成功配型并完成捐献。

【后记】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1919年5月4日，属于青年人

的高光时刻。人们无数次地怀想：

那些心怀“国之大者”的青年，是如

何发起震古烁今的运动，重塑了一

个国家的命运。五四精神，成为穿

越时空的“青春密码”，镌刻在中华

民族的灵魂深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军人退

伍不褪色，抗洪救灾冲在第一线，捐

髓救人传递人间大爱，“作为一名青

年，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

有需要时站出来，我义不容辞！”林

昊的话语简单质朴，却掷地有声。

理想远大、热爱祖国、担当时

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为……这，就是

新一代的中国青年！

本报记者 杨欢

作为青年、退伍军人、共产党员，  后小伙
为一位白血病患者送上“生命礼物”——

“派”造血干细胞助人打败病魔

■ 同学们投入地排练广播剧

采访对象供图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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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分钟，全身
血液循环近  遍，采集
     ‘生命的种子’，拯救
一条生命、一个家庭，是我
此生之荣幸。”  后河南小
伙林昊，近日在上海市长海
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为一位白血病患者送去一
份“生命礼物”。

据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中华骨髓库）消息，    年 月

  日，中华骨髓库非血缘造血干细

胞捐献突破     例，其中包括向

国（境）外  个国家和地区捐献   

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的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数据已超过   万人

份。数据显示，    年新加入的志愿

捐献者中，  到  岁的约占  .  %、

  到  岁的约占  .  %。越来越多

青年参与其中，成为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捐献者的主力军。

■ 林昊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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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短视频和Vlog，对

如今的05后高中生而言，

“广播剧”稍显陌生。但

是，一次偶遇让上海市敬

业中学又新戏剧社的同学

们对它着了迷。这个假

期，同学们的原创广播剧

《五四风云》正式上线，用这种他们眼中“复古”

的方式，向105年前的五四运动致敬，也向青春

致敬。

敬业中学德育副主任、又新戏剧社负责老

师袁凌蓉介绍，学校历来有评选“敬业好声

音”的传统。除了歌声，还有什么形式能够展

现声音的魅力？社团活动上，老师为大家播放

了自己儿时熟悉的《刑警803》系列广播剧，充

满悬疑的剧情和演播者富有表现力的对白，一

下“击中”了少年们的心。今年恰逢五四运动

105周年，4月起，从剧本创作、选角、录音、音效

制作……在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胡云飞

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开始DIY

一场“声音的盛宴”。

一次次查找书本和影视资料，走进历史现

场；一次次请教历史、语文、政治等相关学科老

师，确认每个人物细节，最终，同学们决定将巴

黎和会作为故事起点，近十次修改文稿，并在五

四前夕完成两集广播剧的制作。第一集讲述巴

黎和会上，几位中国外交官捍卫国家尊严时紧

张严肃的谈判场景；第二集则描绘无数青年学

生为反对割让青岛而上街游行的热血场景，每

集近20分钟。

“1918年，硝烟弥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尘

埃落定，中国，这个东方的古老大国，获得了一

次洗刷沉积半个世纪的屈辱与苦难的契机。

1919年1月，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里，几位中国

人背负着使命与期待，在这里聚首……”高一女

生单思慧大气沉稳的旁白，将听者引入百余年

前波谲云诡的巴黎和会现场。“我们将故事的时

间线压缩在一天内，让情节更加紧密。”剧本创

作者、高一男生毛乐洋坦言，为了避免使用大段

的旁白，他在剧本中创作了大量的对话。“会议

后法国与日本的交流”“梁启超夜访顾维钧”等

情节，在历史上可供查实的史料少之又少。但

为了叙事的推进，也为了能够带来更强烈的戏

剧冲突，他自主创编了一些细节，并得到了老师

的认可。

如何通过自己的声音，让那些历史书上的

人物“立”起来？同学们下了不少功夫。高一男

生陈胄宇扮演当年的外交使团成员王正廷。“面

对中国外交使团不被重视的情况，他爱国心切，

在剧中，有很多带着愤怒状态的台词。在配音

的过程中，我会想象自己就处于当时的情形，来

更好地代入角色。”陈胄宇的嗓子比较薄，为此

他会提醒自己把声音沉下去，在“发怒”时听起

来不至于太尖。

高中生学业繁忙，录制便利用放学后的时

间，在学校演播室完成。由于只有一个话筒，几

十名同学之间的合作，考验的是彼此的默契。

为了还原五四运动声势浩大的场景，同学们决

定主演人员靠近话筒，其他人员分别在后面，通

过声音远距离传输营造一种现场的真实音效氛

围，再通过后期的细节调整，去除杂音，校准音

量。广播剧中需要模拟脚步声、开门声等各种

音效，大家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在寻找秒表

配音的时候，有人找到了家里的555台钟，用开

关台钟面板的声音来模仿，但发现过于沉闷。

之后，我们又找了一个小盖子，发出了带有金属

的‘叮’的声音。”高一男生刘宇轩说。

同学们的热情和创意，让老师们欣慰。袁

凌蓉告诉记者，大家已经计划好，今后能争取每

个学期都推出一部广播剧，围绕重大历史事件

展开创作，引导如今的年轻人用他们钟爱的艺

术形式，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养料。

本报记者 陆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