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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捐献前要注
射动员剂，以保障体内造血
干细胞浓度符合采集标准。
从12月16日起，潘医生连续
打了9针动员剂，由于药效
的作用，他出现了腰背酸痛、
浑身乏力等症状，连着几天
都没法好好休息，困了也只
能窝在沙发上小憩。其间，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提出要
不要找人陪陪他，被他谢绝
了：“还行吧，都能忍！”那时，
他还琢磨着捐献结束后的12
月22日，给女儿过满月，23
日带女儿去打预防针……

12月20日，当完成捐献
的消息在象山红十字台胞医
院医健集团、在晓塘乡传开

时，大家都为这个有爱又勇
敢的汉子点赞。

来自晓塘乡的黄贵女老
人是潘巧钟的患者，她说，潘
医生很细心、很耐心，她经常
麻烦潘医生，但潘医生没有嫌
弃，还专门把电话留给她及其
患有高血压的丈夫，即便潘医
生不当班，有时潘医生有空
了，也会上门给他们看病。

得知潘巧钟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人时，黄贵女既感动又
心疼，她说：“潘医生是个好人
啊，等他回来，我要做点好吃
的送去给他补补！”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郑勤 洪秀芳

林婷婷

2018 年，宁波象山的
潘巧钟医生登记成为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9 年，远方不知名
的一位小朋友陷入生命绝
境，苦苦寻觅匹配的造血干
细胞。

初配成功后，他们经历
了 3 年的命运波折，2022
年 12月 20日，缘分终于将
这两位陌生人联系在了一
起。

捐献前，潘巧钟专门给
小受捐者写了一封信，鼓励
他（她）“带着希望好好生
活”。而 12 月 22 日，亦是
潘巧钟女儿满月的日子，他
也希望把这份“大爱无疆”
献给自己的女儿，让女儿长
大成为一个有爱的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12月19日，一场特殊的直播赛在鄞州
区东郊街道江丰社区友邻生活馆上演，来自
江丰社区“与家同心”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
的3名志愿者化身主播，在镜头前现身说
法，向大家讲述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据悉，这是宁波市第一支社区草根专项
志愿服务队，由鄞州区社科院支持孵化。这
些志愿者经为期近半年的学习顺利结业，未
来他们将以志愿者的身份服务更多家庭，倡
导家庭新风。

她和青春期女儿“和解”

竺栋葵是“与家同心”服务队的一名志
愿者，今年40岁出头的她在公司负责财务
工作。她的女儿今年13岁，刚刚进入青春
期。女儿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竺栋葵措手不
及，母女俩的关系因为各种小摩擦逐渐生
疏。竺栋葵心里不好受，却无力改变。

恰好这时候，竺栋葵听说“与家同心”家
庭教育课程，便立即报了名。经过140余天
的学习后，竺栋葵对亲子教育的认知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女儿的关系也有了极大
的改善。

“一直以来，我都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发号
施令，却从来没有站在女儿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更没有静下来倾听女儿的声音。”竺栋葵
说，回忆起与女儿的日常对话，发现在大部分
时间里，她都在一味地说教，而当女儿向她提
出请求时，换来的却多是一个“不”字。“在亲子
关系中，家长应该要当一名倾听者。”

家长应多一些换位思考

随着家庭教育课程的深入，竺栋葵越发
意识到，亲子关系的紧张，和自己有很大关
系。当女儿再向她抱怨起生活学习中的烦恼
时，竺栋葵不再像从前那样急着说教，而是换
位思考，站在女儿的角度，去理解她的烦恼。

“有一次，女儿向我抱怨学校老师布置
了好多作业。我跟她说，是呀，确实好多，都
没时间休息了。女儿听完我的话，怨气消了
大半，乖乖回屋写作业去了。”

此外，竺栋葵也学会了给女儿选择的自
由。以前，家庭作业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为了敦促女儿快些完成作业，竺栋
葵必须亲自坐镇。而女儿怕完成作业后还
有“加餐”，经常拖拖拉拉。但现在，竺栋葵
直接将“大权”交到了女儿手上，尊重女儿做
的决定。她发现，自从女儿能够自行安排时
间和任务后，不仅学习效率提高了，对学习
也更主动了。

而让竺栋葵感受颇深的另一点，则是面
对孩子的合理欲望，宜疏不宜堵。上小学
时，她的女儿一度沉迷于盲盒笔，家里的笔
越来越多。现在，竺栋葵对这件事却有了新
的想法。“尽量满足孩子不过分的要求，她就
自然不会再惦记了。比如盲盒笔，给她买几
次，她的兴趣点就自然过去了。如果一直不
满足她，她就会一直惦记着，如果再延伸出
更多的麻烦，就因小失大了。”竺栋葵认为，
只要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家长不应该一味
说“不”。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李睿清

通讯员 章军 曹健静

母亲在直播间
现身说法
讲述家庭教育那点事

当天上午，经过2小时的血
液采集、分离、回输，潘巧钟在宁
波市第一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
爱心工作室里完成了104毫升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他也因此
成为象山县第 7例、宁波市第
145例、浙江省第861例非血缘
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8岁的潘巧钟是象山县红
十字台胞医院医健集团晓塘分
院的一名医生，也是象山县红十
字会的一位应急救护培训讲师，
或许是职业习惯，“救死扶伤”早
已镌刻进了他的灵魂。他义务
献血已经7年，每年都会定量献
血。4年前的一次献血时，他加
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

“我知道非亲缘供者造血干
细胞配型成功率仅为几万到几
十万分之一，最终能够成功实现
移植的概率更低，要是我真能配
型成功，那也是极其幸运的。”潘
巧钟说。

受身体状况、年龄、性别、血
型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要找到合
适供者并获取足量干细胞必须
经过HLA配型、血液学检查等
项目的严格筛选，可谓困难重
重。因此，从2019年12月接到
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初配成功通
知，到2022年12月如愿完成捐
献，潘巧钟足足等待了 3年之
久。其间，他每天都牵挂着受捐
者的身体状况，祈祷对方能坚持
到捐献那天。

起初，要捐献造血干细
胞这件事，潘巧钟没有跟人
提起，连家人也不知道，所有
的前期检查他都是独自一人
悄悄完成。直到去年5月，
顺利通过了低分辨筛查，他
才和妻子小许分享了这个喜
悦。

“他这人平时做事犹犹
豫豫的，连去菜市场买菜都
要来问我买什么，没想到这
么大的事情反倒自己就决定
了。”小许说，尽管对丈夫的
身体有些担心，但见丈夫如
此坚定，她也只好全力支持，
一起帮忙查阅资料、向父母
讲解捐献原理，直到把父母
说服为止。

去年 7月初，潘巧钟通
过了高分辨配型。“既然配对
成功，就得争取早日捐献，这
样患者也能早点恢复健康。”
潘巧钟说。

然而，7月中旬，因为患
者身体出现状况，不适合移
植，捐献计划被迫推迟。潘

巧钟得知后有些遗憾，但他
还是贴心地让工作人员转告
对方：“我随时准备着，有需
要随时联系我。”

之后一段时间，潘巧钟
努力保持作息规律、加强身
体锻炼，希望以最佳的身体
状态等待捐献采集的到来。
但疫情之下，身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潘巧钟又得经常冲
在抗疫一线，不是进驻隔离
点，就是支援兄弟县，连回家
团聚都成了奢望。

长时间、高强度的连轴
转，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
小问题。今年9月，在宁波
进行捐献前体检，潘巧钟的
肾功能指标出现异常，需要
控制饮食，半个月后复查。
为了不错过受捐者来之不易
的机会，正在宁波市第二医
院培训的他向带教老师说明
情况。在老师的帮助下，潘
巧钟减少了工作量，积极调
整饮食习惯，减重4公斤，最
终通过复查。

如果配型成功
那是极其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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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医生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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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生命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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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巧钟（中）完成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