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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上海金山朱泾镇的
徐晓老伯不幸因车祸离世，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捐
献了一肝两肾，成功挽救了3名器官
衰竭患者的生命。生命不曾远去，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延续。
徐晓是土生土长的上海金山

人，爱人是一名人民教师。夫妻俩
为人随和、性格洒脱，从不为生活中
的小事计较，和亲朋邻里也相处得
特别融洽。日子简单而充实，几十
年如一日的晨起锻炼，是他为数不
多的爱好之一。每天早上天刚蒙蒙
亮，他就来到家附近的广场上，压压
腿，跑上几圈，再打几套他最喜欢的
武术拳法……就算下雨天他也坚持

晨练。徐晓的儿子回忆说：“从我四
五岁起，父亲就每天早上拉我起来
做运动，几十年从不间断。”
徐晓的儿子长期生活在市区，

回去陪伴老人的时间并不多。退休
后，老两口经常去社区参加志愿活
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丰富了自
己的生活。2019年，在一次活动
中，他们了解到遗体捐献和器官捐
献的相关内容后，第一次意识到人
走后还有别的去处，当即就填写了
捐献资料。徐晓的儿子回忆说：“父
母是后来才跟我说的，他们云淡风
轻地，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在
他们看来，器官捐献是一件很平常
的事情。”

2025年初的一天，一场突如其
来的交通事故让徐晓的大脑遭受了
不可逆的损伤，经过临床专家鉴定，
他被判定为脑死亡状态。这突然的
打击让徐晓的儿子一时不知所措，
在病房外的长廊里，听到华山医院
OPO协调员武琅环表明来意后，徐
晓的儿子一时不能接受。过了好一
会，徐晓的爱人缓缓地走到儿子面
前，抱住他的头，泣不成声地说：“这
是你父亲生前的愿望。”
徐晓的儿子强行让自己冷静下

来，他回想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父亲曾跟他说过登记捐献的事情，
“父亲是那么热爱生命的一个人，他
坚持运动就是对健康的珍视，如果

能以这种方式让生命延续，或许也
是父亲热爱生命的另一种体现”。
忍着巨大的悲痛，徐晓的儿子在器
官捐献知情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
“徐先生，您父亲成功挽救了3

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华山医院
OPO工作人员带来的消息让徐晓的
儿子对父亲，也对器官捐献有了更
深的认识，“在他过世以后，还能帮
助到切实需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我相信，父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上海老

人”，华山医院OPO协调员武琅环
被徐晓的决定和行为深深打动，“器
官捐献这样重大的人生决定，在他
看来就如每天的晨起锻炼一样寻
常。生命，可以轻如鸿毛，也可以重
于泰山，谢谢你，徐晓，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对生命的热爱与希望。”

本报记者 左妍

次生命邀约
无私奉献传递希望 生命接力大爱永续

复旦儿科90后护士捐献造血干细胞点亮生命希望

上海老人徐晓捐献一肝两肾成功挽救3名患者

他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生命

最近，在本市

某个路口，一辆非

机动车在等待左转

的车辆后方闯红

灯横穿马路，与一

辆正常行驶的机

动车猛烈碰撞，骑

车人险遭碾压。

民警痛心怒斥骑

车人：“你把自己的

命放在哪里？！”

这是俗称的

“鬼探头”：物体遮

挡形成视野盲区，

交通参与方突然

从盲区窜出，造成

其他交通参与方

无法预判或来不

及察觉。这种情

况下很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

还有一种类

似情形，或许会被忽视。如今，

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

已蔚然成风，行人在斑马线上

过马路，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

感。然而，在停车礼让的机动

车旁，却可能突然窜出一辆非

机动车。行人可能由于机动车

遮挡，没发现非机动车驶近，有

的非机动车车速又快，如果双

方避让不及，事故在所难免。

这让行人在斑马线上的安

全感打了折扣。行人出于警

惕，需要放慢脚步，防备非机动

车突然窜出，甚至反过来要“礼

让”对方。这就降低了行人的

通行效率，连带着停车等候的

机动车也可能要延缓起步。

那么，非机动车有没有礼让

行人的义务？其实是有的。《上海

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行经

人行横道时，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的，停车让行；

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

行人横过道路的，应当避让。如

果违反，由公安机关处警告或者

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要是非机动车骑车人遵守

了这条规定，不仅能有效规避事

故风险，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也

能提高。但在现实中，非机动车

在斑马线前主动减速行驶、礼让

行人，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对

这条规定的认知度如何？规定

的宣传、监督力度又如何？或许

可以更多探讨如何提高执行效

果的方法，让规定更好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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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库等待到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我终于成为生命希望的
传递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为更多的生命带来希望。”
朱嘉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急诊护士，
历经2次生命的“邀约”，最终顺利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完成捐献后，朱嘉妮双手捧着
带有体温的造血干细胞，将美好的
祝福一起送给远方的患者，期盼这
份爱和勇气能陪伴他渡过难关。朱
嘉妮捐献的干细胞最终将点亮一位
白血病人生命的希望。而这一切，
朱嘉妮都是默默地利用空闲时间进
行各种准备，直到要请假入院捐献，
同事们才知道她“悄悄”干了这么一
件大事。

入职即承诺
登记入库默默捐献
提及朱嘉妮与造血干细胞捐献

结缘的故事，要从2020年说起。那
一年，她加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成为一位临床护理人员。多年
的护理专业学习，让她深知救死扶
伤是医护人员的天职。
在复旦儿科医院新员工入职大

会上，朱嘉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登
记采样，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的一员。
第一次接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上海市分
库的通知，是在2023
年，当朱嘉妮知道与
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
成功的消息后，激动
万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
能完成干细胞捐献，这成为了她深
埋心底的遗憾。

2024年12月的一天，一阵熟悉
的电话铃声响起，接通电话后的朱
嘉妮脑海里立刻浮现起一年前的场
景。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又有一
个配型成功的好消息传来，朱嘉妮
立刻表示愿意捐献。因为平时在医
院的工作十分繁忙，加班熬夜是常
态。为了保证捐献的顺利，接到电
话通知后，朱嘉妮一边积极调整身
体状态、严格规律饮食，一边跟父母
沟通交流，打消他们的顾虑。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治病救

人是我的日常。现在患者病情危
急，需要尽快完成捐献，这是一份责
任和勇气，也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最终，父母选择站在她这一边，共同

为挽救他人生命打开了一扇希望的
大门。
为了做好捐献前的高分辨检测

和体检，朱嘉妮利用工作之余的时
间，默默完成了各种检查。

2025年2月24日，入院的第五
天，朱嘉妮在大家的陪伴中成功完
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当鲜红的血液
顺着透明的管路蜿蜒，伴随着机器
运转的声音，一曲关于生命与大爱
的赞歌已然奏响。

坚持与热爱
“天使姐姐”传递爱心
在复旦儿科医院工作的日子

里，朱嘉妮兢兢业业，从一个护理
“新手小白”到科室的“中流砥柱”。
从新生儿科、发热门诊，到血液科、
泌尿外科，最后被借调到急诊，哪里

有需要她就在哪里。
家住青浦的朱嘉妮，每天上班

通勤有将近40公里的路程。工作
五年来，朱嘉妮做到了无一差错发
生。“小朋友很可爱，上班会更愉
悦。”1998年出生的她，靠的不仅是
勤恳努力、对工作安排的服从，更是
对患儿由衷的喜爱。

无论在哪个岗位，朱嘉妮都认
真扎实工作。在穿刺难度最大的输
液岗位上，她认真磨炼基本功，努力
做到“一针见血”，减少患儿疼痛；在
急诊病房，从床边细心地巡视到各
种治疗，她都能在细微处体现一名
儿科护士的专业素养……
“坚持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朱

嘉妮阳光乐观的生活态度，贯穿着
她的工作和生活。工作之余，她喜
欢约上三两好友，打羽毛球或骑行，
放松自己消除疲惫，最远的一次，她
甚至绕着淀山湖骑行了90公里。

朱嘉妮不仅是患儿口中的“天
使姐姐”，还是许多山区孩子的“爱
心姐姐”。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朱嘉妮都会通过爱心午餐项目，向
山区里的小朋友捐款。“虽然金额
不多，但已经习惯了，每个月都会
捐。”朱嘉妮说，她乐于做微不足道
的一点星光，努力去照亮他人前行
的道路。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奚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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