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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做了件平凡事”
“95后”小伙成为
省第62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无声胜有声，用实际行动做出大爱无疆
的感人事迹。”10 月 30 日下午，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师生微信朋友圈被孙安旭校友满满
的正能量刷屏。

10 月 30 日上午，今年 6 月刚刚走出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门的“95后”小伙子孙安
旭成为浙江省第62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捐
献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
命。 □现代金报丨甬上教育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平安

捐献造血干细胞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孙安旭回忆，采集造血干细胞过程中，由
于手臂肘前区静脉血压不足，采集没有成功，
又换成手背浅表静脉，还是没有成功，最终针
管从颈部静脉打进。采集的三个小时里，他一
直歪着脖子。捐献的对象体重180多斤，而孙
安旭只有130多斤，由于捐献对象的体重直接
影响造血干细胞采集量的多少，所以他被抽
取的剂量比一般人多。

“其实，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件平
凡的事情。”面对记者采访，躺在床上的孙安
旭说，“不过，心里也多了一份牵挂，希望他
（她）能好起来，幸福地生活下去。”

2019年4月26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护理（老年护理方向）学院122位“准护士”
为即将到来的护士节送上一份贺礼——登记
成为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孙
安旭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1月，孙安旭接到鄞州区红十字会一
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说，有个患者和
他初步配型相合，问他是否考虑捐献造血干
细胞。没有犹豫，孙安旭一口答应了。“好意
外！有些人等了一辈子都没匹配上，我等了8
个月就匹配成功了！”孙安旭充满激动。

说服父母
同意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事情，
父母并不知道。”孙安旭说，得知这个消息，父
母担心捐献对身体不好，并不同意。

孙安旭了解后得知，如果他不捐献，那名和
他初配成功的血液病患者可能等不到下一个同
意捐献的人了。于是，孙安旭回到温州老家，耐
心地向父母解释捐献的原理和过程。孙安旭的
父母慢慢放下顾虑，转而支持儿子的善举。

今年6月，在鄞州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孙安旭前往定点医院做了高分辨配
型。8月，孙安旭同学完成综合评估体检。没过
多久，孙安旭等来配型成功的消息。捐献前，
原本生活、饮食就比较规律的孙安旭对自己
要求更加严格了。

孙安旭的母校送来慰问信，“你用自己的
勇敢和担当演绎了最动人的生命接力；你用
爱和热血拯救了一个濒死的生命，燃起了一
个家庭的希望，诠释了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怀，
谱写了一曲至善至纯至真的生命华章。”

大学生当起放牛娃
研发养牛新技术

临安市清凉峰镇大鹄村地处偏僻的浙皖
交界处，群山连绵，自然资源丰富。10多年前，
当地盛行养殖小黄牛，这种小黄牛体重介于
100—300斤之间，体型小、力气大、擅跑动，
是耕地一把好手，当地村民称之为“马啸小黄
牛”。

后来，随着小农机具大量普及，个体养殖
逐渐没落，马啸小黄牛养殖数量急剧下降。陈
柳的父亲喜欢养牛，陈柳问父亲，为什么对养
牛如此执着。父亲回答：“如果我们不养，马啸
小黄牛可能就要消失了。”父亲的这句话触动
了陈柳。

通过市场调查，陈柳发现国内没有很好
的牛肉品牌，国内牛肉市场约20%通过进口
补给。与此同时，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对
牛肉的需求越来越多，国内牛肉市场的空间
和潜力都很大。陈柳想到，马啸小黄牛肉质紧
嫩，如果把它做成一个产业，自己有钱赚还能
带动农户增收。

2014年，陈柳辞去外贸工作，回到家乡开
始她的养牛创业之路。但村民们觉得，好不容
易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大学生，竟然要回到
村里养牛，似乎不值。养牛能不能成功，乡亲
们都在观望。不过，父母始终站在陈柳这一
边，并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

然而，一切才刚起步，打击却接踵而来。
一场暴雨，把新建的牛场全部淹没，通往村里
的唯一山路也被冲毁。整整三个月，陈柳和父
母每天背着草料，走三公里山路去喂牛。紧接
着又是口蹄疫危机……接二连三的波折，让
陈柳意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于是，陈柳利
用互联网，在全国搜寻养牛专业人士，建立一
个兽医资源群。

放弃高薪工作当起放牛娃，六年养出一家科技公司
给村民提供就业，拓展出一条新型农业致富路

浙纺服院这个毕业生

她自愿放弃城市高薪工作，主动回
到家乡临安市清凉峰镇秉承父业，开始
养牛创业之路。

养牛六年，其公司的黄牛养育技术
水平已处于国内领先，从创业初期的
100 头发展到如今的1000 多头牛，利润
也从刚开始每只2000元达到7000元。

她就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2011 级外贸专业毕业生陈柳，前两
天，她回到母校浙纺服院，为学弟学妹
们做了场演讲，说到当初放弃城市高薪
工作回家养牛的举动，陈柳说：“创业不
仅在城市，农村也有广阔的天地。”

□现代金报丨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王国海

父辈卖牛上集市
她卖牛“线上预售”

陈柳养牛，和老一辈人养牛不一样。父辈
养牛，牛养好了，找经纪人或者上集市。陈柳
则是把牛预售，做订单农业，客户先下单，农
户再养牛。

回乡养牛第一年，陈柳把20头成年牛在
朋友圈预售，三天订出去。第二年陈柳选出40
多头牛又被一抢而空，这下村民坐不住了，开
始陆续加入陈柳的养牛队伍。

从那以后，陈柳的农场每年可向市场提
供优质小黄牛100余头，优质母小黄牛50余
头。现如今，马啸小黄牛产能持续扩大，公司
产品技术和质量在行业内呈现不断上升的趋
势。

目前，陈柳在当地已成功打造出“公司+
农户+合作社+科研机构”的发展模式。公司联
合合作社共同建设种牛培育基地、实验基地、
育肥基地等分区，还有蔬菜、药材、牧草等配
套基地，总面积约5000亩。陈柳的公司也先
后获得临安标准化养殖场企业、浙江省中小
型科技型企业、浙江省美丽牧场等荣誉称号。

目前，陈柳仍在不断拓展销售途径，公司
已和盒马鲜生、宁波M6生鲜等单位签订合作
意向协议。随着公司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陈
柳还与当地10余户饲草种植大户建立合作关
系，给村民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拓展出一条
新型农业致富路。

养牛养出致富路
她还想打造趣味农场

陈柳的公司虽然当前处于初创阶段，但
黄牛育养技术水平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在过
去的一年中，陈柳的公司把主要精力放在产
品研发和试点上。公司建有专门的研发部门，
组建了一支稳定的研发团队。

2017年以来，公司的研发投入逐年加大。
为了尽快拓展市场和开发产品的延伸性，陈
柳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内进一步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完善现有产品和技术，同时强化市场
推广，进而形成规模效应。

本着“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开发一代”的
产品研发思路，结合市场调研与用户需求回
访的结果，陈柳和她的团队计划持续不断地
进行新产品研发与原有产品升级。依靠技术
创新把公司做精做强，使之成为行业内的技
术核心企业。

接下来，陈柳还想打造一个趣味农场作
为连接农村跟城市的纽带。城市里的人偶尔
会来农村，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城市里，陈
柳希望在她的趣味农场里面，可以实现在城
市里也可以感受农场养殖玩乐的趣味。

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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