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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昆 明 医 科 大 学
第一附属医院，
一 场 历 时 两 年
多 的 生 命 接 力
赛 迎 来 激 动 人
心的时刻。来自
永善县的 33岁小
伙陈果，一位每日

穿梭于大街小巷的
普通送货员，同时也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

位素未谋面、被血液病阴霾
笼罩的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

时光回溯至 2022年，新冠疫情在全国多地
肆虐，各地血库纷纷告急。彼时，陈果正驾驶着
他的送货车，在永善的大街小巷奔波忙碌，为生
活与家庭默默耕耘。当他看到医疗机构发出的
献血倡议后，毅然走进了街头的献血车。

“我当时就想着，自己多献一点血，说不定
就能救一个人的命，这事儿我必须得做。”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陈果的眼神中满是坚定。正是
这次无偿献血时，他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从此，一颗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种
子”，在陈果的心中悄然种下，等待着发芽的那
一天。

2024年11月18日，来自云南省红十字会的
一通电话，打破了陈果平凡的生活。电话那头，
工作人员带着兴奋又郑重的语气告诉他：“您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了！”

工作人员耐心地向陈果详细讲解了现代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知识，告诉他如今的捐献已无
须进行骨髓穿刺，只需通过外周血采集就能完
成。“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后，我觉得这是一次
能救人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陈果深知，这不
仅是对一名陌生人的救助，更是作为一个有担
当的成年人，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扛起。

作为一名送货员，陈果心里比谁都清楚，停
工去进行捐献意味着家庭收入会暂时减少。但
他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说：“钱没了还能再赚，
但生命只有一次，要是能用我的一点付出换来
别人的重生，那太值了。”他的话语，如同冬日里
的太阳，温暖又有力量。

在 高 分 辨 检
测及全面体检合
格后，陈果于 2 月
13 日入住采集医
院进行造血干细
胞 捐 献 前 的 准
备。在接下来的 7
天里，他连续注射
了 5针动员剂以促
进造血干细胞释
放到外周血中，最
终在 2 月 21 日，经
过 6个多小时的采
集，陈果成功捐献
了 274毫升造血干
细胞。

看着那承载着
希望的“生命礼物”
被小心护送，陈果
笑着说：“这次送的

‘货’，比我以往送
过的任何一单都要
珍贵。”这份承载着
希 望 的“ 生 命 火
种”，通过绿色通道
跨越千里，用于挽
救一名素未谋面的
血液病患者。

这 位 平 日 里
憨厚朴实的汉子
眼眶微微泛红，声
音 也 有 些 哽 咽 ：

“希望他（她）能快点好起来，去看看这世间的花
开花落，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我相信，他（她）以
后的日子一定会充满阳光。”陈果的话饱含着最
真挚的祝福，如同云贵高原上的春风，带着温暖
与希望，飘向远方。

据悉，陈果为永善县第 3 例造血干细胞
成功捐献志愿者，同时也是昭通市第 38 例、
云南省第 439 例、全国第 19444 例。陈果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善良本心，当爱心的
召唤如晨钟般敲响时，他没有丝毫犹豫，用
无私的善举化成一束光芒，照亮了他人的
生命之路。

她，坚韧不拔，带领一支以女性为主的团
队，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她就是云南七
彩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兴巧。

在公司晨会上，廖兴巧目光坚定，话语铿
锵有力：“我们要做自己的靠山！”这不仅是她
对员工的激励，更是她自身奋斗历程的真实
写照。

2012年，廖兴巧抓住永善县招商引资的机
遇，在当地创立了云南菜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经过 10多年的努力，公司研发的即食竹笋已经
打开了全国市场。

在云南七彩食品有限公司，950个岗位中女
性占比达95%，从分拣车间到研发实验室，从生
产一线到管理层，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能在这
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兼顾家庭的同时，还能
实现经济独立。

吴国敏是公司的老员工，自公司成立之初
就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上班，她不仅可以带子
女上学，还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贴补家用。

“从廖姐成立公司以来，我就一直跟着她，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已

有 10多年了，每个月的收入能
达到 5000 余元。不管是在

平时工作上还是生活中，
廖姐都像姐姐、长辈一样

关心帮助我们。她是
一个积极上进的人，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
几百名妇女同胞在

‘家门口’就有了一
份稳定的收入，还

能兼顾家庭、照顾孩子，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
十分幸福。”吴国敏说。

作为一名党员和企业家，廖兴巧始终坚
信，女性可以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
活。在招聘员工时，她优先考虑带小孩进城务
工的妇女，为她们强信心、增底气。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女性，我希望在
做大做强公司的同时，带领广大妇女同胞就近
就业，让她们把家里的小孩照顾好，通过自己
的努力赢得自尊和实现自立。”廖兴巧说。

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是女性员工，平时大家
可以一起聊家常，闲暇时还能在一起看看书、
健健身。谈到在这里上班的感受，今年新入职
的方学秋难掩内心的兴奋与喜悦：“我来这里
上班一个多月了，工资有 4000余元。以前都是
在家带孩子，没有收入，自从来这里上班后，自
己的底气更足了，也更自信了。”

像吴国敏、方学秋这样一边务工一边带孩
子上学的员工，只是该公司众多女性员工的一
个缩影。为了让她们快速适应工作，廖兴巧采
取“手把手教学、以老带新”的方式，帮助她们
掌握技能、树立信心。廖兴巧还经常与员工交
心谈心，关心她们的生活，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妇女的贴心人”。此外，公司还设置了图书
室、健身房，供大家放松心情。许多女性员工
在这里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还找到了实现
自我价值的途径。

“女性，既是母亲、妻子，也是儿女，肩负着
多重责任。我一直相信我们女性同胞能够通
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廖
兴巧说。

在廖兴巧的带领下，公司先后荣获“全国
巾帼建功先进集体”“云南省社会扶贫模范”

“2024年度云南省三八红旗集体”等称号，她个
人也被评为“云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廖
兴巧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女性的力量，激励着更
多人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廖兴巧：

提供900余个岗位 搭起妇女就业路
通讯员 王 颖 刘晓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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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要感
谢我的患者，是他们成就了我。”绥江
县会仪镇卫生院中医科刘凡说。

听多了患者病愈后对医生的感
谢，刘凡聪这样的说法，让笔者颇感
意外。“从青涩到成熟，从面对病人时
不知所措到如今应对自如，从医20多
年来，我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刘凡聪
感慨地说。

1996年，22岁的刘凡聪从云南中
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毕业后，便入职
了会仪镇卫生院，这一干就是 28年。
28年来，她与会仪镇的群众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医生对患者的帮助、患者
对医生的感激，已然超越了传统意义
上的治疗与被治疗，成为一种相互扶
持的伙伴关系。

脉诊温情，如沐春风
将右手轻搭在患者的脉搏上，一

边切脉，一边观察患者的气色，轻言
细语的交谈间，便了解了患者的病
症。“最近是不是睡眠不好？饮食怎
么样？便秘情况也有点严重吧？”在
刘凡聪的循循善诱下，患者将病情一
一道出。这样的接诊日常，刘凡聪每
天都要重复三四十次，但无论多么忙
碌和辛苦，她始终面带微笑地亲切问
询，让病人倍感温暖。

70 多岁的李大娘本是来陪老伴
看病的，见刘凡聪办公室没病人，便
忐忑不安地坐到了她面前。“大娘，
你哪里不舒服？”大娘红着脸，不好
意思说出口，从医多年的刘凡聪一
眼便看出了大娘的难言之隐。“就是
肚子经常痛……”听着大娘的描述，
她耐心地引导大娘大方说出自己的
病情，并为其普及了基础的妇科健康
知识，告诉大娘女性患妇科病并不羞
耻，不能再被过去错误的观念误导。

随后，刘凡聪认真地分析了大
娘的症状，并开了两个疗程的中
药。采访当天，恰逢大娘陪老伴来
办出院手续。大娘拉着刘凡聪的手
连声道谢：“以前因缺乏了解，不好

意思到医院就诊，被这点小毛病折腾
了很久，真是感谢您，吃了您的药，我
现在好多了。”

在妇科诊疗方面，刘凡聪颇有心
得。她深知女性患者在面对妇科疾病
时的羞涩与不安，总是以耐心和关爱，
为她们营造一个温暖、安心的诊疗环
境。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精准的判
断，刘凡聪为众多女性患者解决了困
扰，让她们重新找回了健康和自信。

刘凡聪说：“一句暖心的话语，
一个贴心的细节，都能让患者感受
到温暖，让医患关系更和谐。”从医
28 年，她几乎“零投诉”，与患者“推
心置腹”地交流，收获了患者的广泛
赞誉和信任。

精湛针灸术，仁心除疾苦
28岁的林女士怀二胎 36周时仍

胎位不正，正为此发愁的她无意间知
晓刘凡聪能用中医治疗的方法纠正
胎位，随即便找到了她。

“当时胎儿是臀位，我就用艾灸
至阴穴的方法，一天两次，每次 15分
钟，做完 6 天的艾灸她再去产检，胎
位就纠正过来了。”刘凡聪说，“通过
艾灸可以刺激穴位，改善子宫平滑
肌的收缩，促进子宫血液循环，从而
帮助胎儿转至正常位置，为自然分
娩创造有利条件。”

59 岁的金某因耳后面部神经受
寒导致面瘫，入院时面肌已经丧失
功能，出现闭眼不全、口角歪斜、鼓
腮漏气等症状。“针灸治疗面瘫效果
好，无副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优
势。我为患者做了 12天的针灸治疗
后 ，他 便 病 愈 出 院
了。”刘凡聪说，
中 医 针 灸 的
介入，对有

些疾病来说是辅助性的，有些却是起
到主要作用的。用无副作用的方法
治愈病人，是她作为一名中医的“好
胜心”。

在患者眼中，刘凡聪不仅医术高
超，还亲切有耐心，总是以温暖的笑
容和关切的话语安抚病人的情绪，认
真倾听每一位患者的诉求，给予他们
最贴心的关怀，许多邻县乃至邻省的
患者都慕名而来。

传承中医，弘扬国粹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刘凡聪还致

力于弘扬中医传统文化。中医是中
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凝聚
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日常工
作中，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患者和年
轻的医务人员讲解中医的理论和实
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信任中
医。在带教工作中，她认真负责，将
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
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医生。刘
凡聪常说：“中医治疗疾病的副作用
比较小，疗效也比较确切，在养生保
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提高患
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中医中药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
责任将它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刘凡聪很有奉献精神，只要患者
有需要，不值班的她也会赶来为患者
诊治病痛。她的敬业精神在
全院起到了表率作
用，很多年轻医生都
视她为榜样。”会仪
镇卫生院副院长
何鹏说。

2月8日，大关县翠华中学的老师
李荣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特别的转账
记录截图，而这笔转账的发起人，正是
曾经从广东中山来大关支教的吴炎
明。在过去的 6年里，吴炎明及其朋
友们，一直以实际行动资助大关学子，
传递了一份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

2018 年 10 月，为响应东西部协
作教育帮扶的号召，中山市阜沙中
学的物理教师吴炎明踏上了前往大
关县翠华中学的支教之旅。在为期
一个月的支教活动中，除了承担教
学任务，他还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
习与生活状况。在目睹孩子们对知
识的渴望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家庭困
境后，吴炎明深受触动。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曾经吃过
很多苦，对农村孩子的教育环境有着深
刻的体会，看到这里部分学生的情况
后，希望自己能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让他们能通过知
识走出大山，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回
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吴炎明说。

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在大关支
教结束后，吴炎明回到中山，积极联

系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加入到
资助学生的行动中。在学校老师的协
助与热心牵线搭桥下，2019年3月，吴
炎明和他的朋友们成功与5名经济困
难的学生家庭建立起资助关系，每年
为每位学生提供3000元的助学金，帮
助他们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除了为学生们提供经济上的支
持，不定期邮寄学习用品和衣物，吴
炎明还在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与受
资助的学生们保持联系，关心他们的
学习进度和生活情况，用自己的经历
激励孩子们勇敢追求梦想。

如今，资助行动已进入第 6个年
头，受资助的部分学生已踏入大学校
园开启了新征程。从大关复兴中学
毕业的学生周盼曾是受资助的学生
之一，去年她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以
622分的优异成绩被云南大学录取。

谈及自己受资助的经历，她说：
“我特别感动，吴老师他们从初中开
始就一直资助我。我刚进大学的时
候，吴老师又转了一笔钱给我，还询
问我的生活情况，虽然相隔千里，但
他仍牵挂着我们，感觉很温暖。”

周盼这番真挚的话语，不仅体现
出吴炎明对学生们的关怀，也侧面反
映出吴炎明在无形之中感染着身边
的每一个人。曾与吴炎明共事的李
荣感慨道：“他是一个真正为孩子们
办实事的人，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
着什么是无私的大爱，他不仅帮助孩
子们改变命运，更以实际行动践行社
会责任，传递着温暖与正能量。”

在吴炎明的带动下，他身边越来
越多的爱心人士陆续加入到资助学
生的队伍中来，为更多的学生提供经
济帮助。他说，将继续和志同道合的
朋友们一起，在这条充满爱与温暖的
资助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给更多
大山里的孩子送去关心和帮助。

“我很感谢我的家人以及一同资
助学生的朋友们，正因为他们的支持
与信任，我才能更好地把这件事情做
下去。”吴炎明说。

时光流转，中山与大关虽距离遥
远，但中山教师与大关学子却因东西
部协作教育帮扶千里结缘，这份深厚
的情谊，见证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
担当。

吴炎明：
从“支教”到“资助”情系大关贫困学子

通讯员 胡声宇 文/图

图①：刘凡聪工作照。
图②：廖兴巧在阅读报纸。

图③：吴炎明（右 3）携家人到大关看望资
助学生。

图④：永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看望陈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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