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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照 宁）
“今年，家庭无障碍改造将走进
厦门市469户残疾人家庭，帮
助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居家
生活自理能力。”3月18日，福
建省厦门市残联副理事长丘勇
才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0年，厦门市
出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实施方案》，按照户均4000元
预算标准，针对家庭需求，为
残疾人房屋空间安装无障碍设
施，如台阶改坡道、楼梯过道
加设扶手、卫生间地面防滑

等。近年来，方案中的帮扶对象
从以往的老年人、残疾人 （肢
体、视力、听力）扩大到智力、
精神等残障群体。

据厦门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厦门市共有544户
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
且达到辅具适配全覆盖；同年还
为930名残疾人提供个性化适配
器具，如轮椅、座便椅、盲杖等
辅具共1217件。未来，厦门市残
联计划面向残疾人家庭开展辅具
租借等服务，为残疾人出行提供
更多便利。

厦门：无障碍改造再惠及469户残疾人家庭

本报讯 （记 者 舒 迪）
记者从3月 17日召开的河南
省慈善总会第四届会员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获悉，河
南省慈善总会2022年募捐慈
善款物总量争取达到 10 亿
元，救助困难群众将不少于
30万人次。

据介绍，2021年河南全
省慈善会系统共募集慈善款
物85.36亿元，发放慈善款物
76.12亿元。其中，省慈善总
会接受社会捐赠 61.4 亿元，
发放慈善款物 56.8 亿元，救

助和帮扶困难群众 160 万余人
次。在2021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洪涝灾害，河南省慈善总会
团结带领全省各级慈善会和广
大慈善工作者积极扛起责任，
自觉服务防汛救灾大局，主动
投身抗洪救灾慈善募捐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河
南全省慈善会系统共接收救灾捐
赠款物71.1亿元，占全省社会捐
赠总量的72.9%，为河南省防汛
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作出了重要
贡献。其中河南省慈善总会接收
51.07亿元，已发放47.9亿元。

河南省慈善总会：

今年将救助困难群众逾30万人次

本报讯 3 月 17 日，江
苏省政府援疆项目——克州
—江苏实验学校第二批学生
校服启运仪式在常熟市举
行，又一次为新疆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孩子们送
去来自常熟的温暖。

此批援疆的学生校服由
22家常熟市纺织服装协会的
爱心单位捐赠，共计 18102
件，总价值 135 万元。据了
解，为贯彻落实中央的相关
精神和要求，江苏省政府援
疆前方指挥部采用“组团
式”援疆模式建设克州—江

苏实验学校，并为学校的5500
名学生更换全套新校服。

常熟市慈善总会积极参与
这一援疆项目，引导服装企业
参与捐赠，共募集165万元，为
克州—江苏实验学校的学生更
换一年四季的新校服。常熟市
慈善总会会长徐永达表示，这
些校服均根据学校学生提供的
尺码量身定制，首批冬季校服
已于春节前送达，此次第二批
春夏秋三季校服也将很快送
达，“让新疆的孩子感受常熟的
温暖”。

（张雨嘉）

“让新疆的孩子感受常熟的温暖”

“从0到1”带来希望

从开始学医，到如今成为肺移
植领域的权威，无锡人民医院江苏
省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一直在和
时间赛跑。他见证了无数险些黯淡
的生命之光重获生机，也见证了中
国肺移植存活率从0%提升到90%的
奇迹。

“2002 年 9月 28 日，我为肺气
肿患者马年青做了国内第一例肺移
植手术。到今年的9月28日，可以
说是我临床肺移植20年的一个重要
时间节点。”陈静瑜告诉记者，在从
事临床肺移植工作的20年当中，由
他本人主刀的肺移植约有 1500 多
台，2021年他自己主刀肺移植手术
200 多台，放眼世界，未有先例，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数量庞大的肺移
植患者和爱心捐献。”

当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学成回
国，陈静瑜已经 39岁，组建团队，
一切从零做起。那个时候，动员患
者做器官移植手术绝非易事。为了
征得病人和家属同意，他拿出收集
的资料，给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一
遍遍做心理工作。

“最终，老马站了出来，他说：
‘做了这个 （肺移植手术），做了实
验，那我就为医学出了力了。’”一
句话看似是“赌一把”，却至今让陈
静瑜记忆犹新，“为了老马的这份信
任，我们也不能辜负他。”

术后，陈静瑜一直住在医院
里，陪伴马年青闯过渗血多、出
血、感染、排异等难关。在陈静瑜
的鼓励下，出院后的马年青，作为
中国第一名肺移植运动员连续参加
了三届国内移植运动会。

靠着“从0到1”把事干成的决
心和毅力，这些年，陈静瑜更注重
对肺移植技术的传授，就像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在他的理解中，肺
移植并不仅仅关乎一条生命，“它是
涉及两个生命的。一个供体的爱心
器官捐出来了，那我至少要把爱心

器官给另外一个受者，也让逝者得
到生命延续，这是一个终极的目
标。”

“我和尘肺彻底杠上了”

在名为“陈静瑜肺腑之言”的
微博上，总能看到一些与肺相关的
照片，大部分属于尘肺病三期患
者，因劳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
而引起肺组织纤维化。

“我是和尘肺彻底杠上了。”这
句话出现在陈静瑜微博上的时候，
他和团队早已为当年无奈“开胸验
肺”的农民工张海超成功移植了双
肺。如今，张海超有了一份司机的
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救
助和自己命运相似的尘肺病友。

就在张海超幸运重启“生命之
门”的2013年，陈静瑜结识了专门
救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
大爱清尘，并应邀走访了尘肺病农
民工。那年的3月11日，陈静瑜正
式向人大提交 《关于切实解决尘肺
病患者医疗救助相关问题的建议》。

自此，从医院病房手术台，到
地底煤矿深处，再到尘肺病患者家
中，陈静瑜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情
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连续 9年为
尘肺病人奔走呼吁，每年全国两
会，都要为尘肺病农民工发声，10
余条建议涉及尘肺病预防、诊断、
救助等。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令陈
静瑜感到欣慰的是，“在2018年全
国两会上，我提议将尘肺病诊断与
职业病鉴定分离，让普通的胸科大
夫、呼吸科大夫都能诊断尘肺病，
现在国家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

“呼吸之痛”，陈静瑜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今年全国两会，他
再次带来 《关于立法推行尘肺病责
任保险的建议》，希望能在尘肺病高
发的省份先行建立尘肺病责任保险
制度，以减轻尘肺病患者经济负担。

“我们都知道，很多尘肺病人都
是走南闯北地打工，找不到企业

主，就不能诊断为职业病。但是到医
院里来，医保又不能保证他正常报销
的权利。”陈静瑜告诉记者，目前，职
业病的保障主要依靠工伤保险，然而
尘肺病患者往往因其病程长、劳动关
系不确定等原因难以认定为工伤，无
法享受工伤保险保障。一旦得病，往
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为此，陈静瑜建议，国家在职业
病防治法修订中增设“存在高危粉尘
作业的用人单位应为接触粉尘作业的
劳动者依法缴纳尘肺病责任保险”条
款。同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尘肺
病高发的省份先行推动建立尘肺病责
任保险制度。

他认为，尘肺病责任保险可借鉴
已实施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既是对
工伤保险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现代
化的社会管理手段。该保险仅在接触
粉尘浓度高于一定水平、尘肺病危害
风险较高的劳动岗位设定，并不会普
遍增加企业负担。保险机构根据风险
与管理水平，决定保费的缴纳标准和
赔偿标准，用人单位、劳动者与保险
机构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与监督的关
系。

“如此一来，劳动者的利益也能得
到充分的保障，用人单位职业危害防
护投入的积极性提高，还能提高政府
监管部门的执法效率，一举多得。”陈
静瑜说。

让器官捐献的理念深入人心

当生命的乐章戛然而止时，器官
捐献为生命按下了重启键，以另一种
方式唱响生命之歌，传递生命之火。
而做移植手术的医生，无疑就是两个
生命之间的“摆渡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陈静瑜
作为我国肺移植手术的领军人物和开
拓者，一直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连
续两个多月，他马不停蹄地赶赴多家
定点医院，了解患者病症、组织会
诊、分析康复和病亡病例、安排术前
准备和术后护理……

“2020-2-29，无锡肺移植团队首

例新冠肺病肺移植。值得纪念的日
子。”这是陈静瑜在2020年3月1日凌
晨两点发布的微博。几个小时前，他
和团队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
病例双肺移植手术。

为了做这台肺移植手术，陈静瑜
作了周密的研判与准备，把无锡市人
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室，整建制地搬
迁到了无锡市传染病医院，对所有的
医护人员都采取了三级防护。那天，
在经过改造的负压手术间，历经6个
多小时，顺利完成了全球首例新冠肺
炎病人双肺移植手术。

在朋友眼里，陈静瑜当时完全可
以不上手术台，更不用去冒险，只需
进行技术指导。但陈静瑜想的是，自
己有能力、有技术，如果不去救治患
者，那就是不称职。如果手术成功，
更是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也能向世界提供一份中国经验。

“在我国尤其是近年来，器官移植
手术技术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手术成功率已经达到90%以上，有相
当多的器官衰竭病人因此受益，但很
多患者因为手术费用或器官来源不足
等问题而无法完成治疗。”陈静瑜坦
言，器官移植手术等费用尚未纳入大
病医保，这对于许多急需做器官移植
的患者来说，无疑是求生路上的瓶颈。

“如果治疗肺癌的费用在全国范围
内都进入医保，肺移植受者没理由不
进入医保。”陈静瑜建议，将器官移植
手术费用全部纳入医保，部分地区也
可采取单病种限价的措施。同时，器
官移植手术费用全面公开透明，进一
步提升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可度和参
与度。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器官捐献
宣传，让器官捐献、拯救他人、生命
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

陈静瑜还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开
辟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如
今，这条被誉为“和平年代的驼峰航
线”已经正式开通，捐献器官利用率
大大提升，数以千计的患者等来了生
的希望。当记者提起此事，陈静瑜笑
了笑说：“一直以来，我们想做的，就
是成为生命的‘摆渡人’……”

“昨天卖出 64 只土鸡，
收入近万元。”这两天，在重
庆市铜梁区侣俸镇妙明村 9
社，村民刘治禄和老伴儿一
边“算账”，一边忙着安置

“农工党朋友”送来的鸡苗。
听着鸡舍里起伏不断的“合
唱”，视力残疾的刘治禄能够
仅凭叫声就分辨出哪些鸡进
入了换毛期，喜笑颜开地和
老伴儿讨论着哪些鸡长到了
几斤几两重。

刘治禄今年71岁，家里
6 口人，除了老伴儿和儿媳
妇，他和儿子、孙子都患有
先天视力残疾。依靠国家的
扶贫好政策，一家人在党和
政府的帮助下早就摘掉了

“穷帽”，可因为“一户多
残”，仍有返贫风险。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如
果没有区残联干部和‘农工
党’朋友帮扶，送来好生
活，如今的好光景那是想都
不敢想！”刘治禄说。自从农
工党铜梁工委主委、铜梁区
副区长陈庆华分管残联工作
后，刘治禄一家就开始与

“农工党朋友”结了缘。
陈庆华在入户走访残疾

人家庭时，结合农工党铜梁
工委的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工
作，将刘治禄纳入当地农工
党结对帮扶对象之一。从
此，“农工党助残队”频频来
到刘家，搭建鸡舍，并带来
鸡苗、饲料和农工党党员捐
赠的帮扶资金，帮助他发展

“圈舍+林下”生态养鸡，奔
向“振兴”好生活。

今年以来，助残队员们

多次来到刘治禄家中走访，逐
一记录他们存在的困难和急需
解决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细致的帮扶计划，还安排
从事畜牧工作的农工党党员配
置饲养方案、防病设施，同时
多方联系销售渠道，当起了刘
家的“管家婆”和刘家鸡群的

“营养师”。
“致富两件宝，一靠大脑，

二靠双手。我们也要勤快肯
干。”刘治禄说，以前一家人仅
靠务农和打零工维持生计，生活
非常困难，现在依靠党的乡村振
兴好政策和“农工党朋友”，他
和儿子会建好相关设施，继续扩
大养殖规模，“一年可以卖出3
批肥鸡，一批可卖8000元至 1
万元，不愁存不下养老钱。”

在农工党铜梁工委统筹
下，全区 83 名农工党党员，
每一位定点帮扶一户残疾困难
家庭。大家针对残疾人家庭的
不同情况，精准掌握他们在康
复、教育、就业、医疗、住
房、社会保障、托养、家庭无
障碍改造等方面的现状和需
求，因户施策、因人施策，通
过资金帮扶支持自主发展、帮
助就业务工、加大康复支撑，
以及培训、助学、政策兜底等
有力举措，精准帮扶残疾人家
庭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环境。

和刘治禄一样，曾经的75
户 246 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在农工党铜梁工委的帮扶
下，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至
今无一户返贫。“确保脱贫不返
贫、振兴不掉队。无论重病与
残疾，我们一个都不会放弃！”
陈庆华说。

“农工党朋友”帮扶送来好生活
杨秋华 本报记者 凌 云

从事公益活动十余年，他带领志
愿团队开展走访慰问老兵及军烈属、
救助危难群众等志愿服务 500 余次，
足迹遍布漯河市各个角落。他叫梁
浩，是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委员，2021
年12月荣登“中国好人榜”。

梁浩今年49岁，是河南豫南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负责人、漯河市星火志
愿团队骨干志愿者。多年来，梁浩动
员带领社会各界志愿者400多人参加各
项公益活动；筹集社会慈善资金200多
万元，用于慰问抗美援朝老兵、救助
困难学子、关爱环卫工人等。他还自
筹资金10多万元，对源汇区部分老旧
厂区道路进行了硬化改造，极大方便
了周边居民出行，受到了群众的一致
称赞。

为了更好地开展水上救援活动，
漯河市星火志愿团于 2019 年 10 月正
式成立了星火民兵救援队，梁浩被任
命为队长。3 年来，他数十次参与水
上救援，并劝返轻生者多人。

如今，星火志愿团的不少志愿者
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2021 年 2
月 27日，寒潮来袭，气温骤降至零下
4摄氏度。吃过中午饭，梁浩像往常一
样和志愿者们一起在市区沙澧河边开
展防溺水宣传。一行人途经沙河太行
山桥附近时，一名年轻女子单手掩
面，边抽泣边踉踉跄跄地向河边走
去。凭借以往经验，梁浩感觉要出

事，赶紧和志愿者一起远远地跟了上
去。当看到该女子突然脱下外套向河
里跑去时，梁浩暗叫一声“不好”，边
飞奔过去边大声呼喊着：“危险，快站
住！”跑到河边后，衣服没来得及脱就
跳入水中。

河水冰冷刺骨，不一会就把梁浩
的双手冻得打颤，眼看着女子就要被河
水淹没，他奋不顾身地游了过去。就在
她即将沉没的一刹那，梁浩一个猛子扎
过去，一把拉住了女子的衣服。棉服浸
水后异常沉重，再加上女子一直挣扎着
拒不配合，每前行一点都异常困难。梁
浩一边颤抖着用话语安慰女子，一边用
尽全力往回游，一米、两米……在志愿
者的配合下，经过 10多分钟的努力，
终于将女子救上岸。

早已精疲力竭的梁浩顾不上休
息，一边为她披上大衣，一边询问原
因、开导安慰。得知该女子因与家人
闹矛盾、一时想不开到河边轻生，梁
浩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在女子被送
到医院后，他默默地离开了。

同年 7月 17日，河南省部分地区
连降暴雨、大暴雨，豫北部分地区还
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众多城区内
涝，村庄被淹，交通中断……

“灾情就是命令”，梁浩迅速召集
星火救援队的志愿者，紧急驰援新
乡、安阳等灾区。7月22日，他连夜带
领星火救援队携带救援物资驰援安

阳，及时把物资分发到当地受灾群众手
中。之后，一刻也没有停歇，次日又转
战到灾情更为严重的新乡市。

彼时的新乡市牧野区周庄村、马坊
村已是一片汪洋，深处只有电线杆和房
顶露出水面，头顶救援直升机不停地来
回盘旋，通往重灾区的道路中断、通信
讯号时有时无。面对严峻的汛情，梁浩

等人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辗转乘坐公
交车、越野车、厢货车、铲车等交通工
具来到重灾区——共产主义渠附近，随
后立即投入艰苦的救援工作中。

跳入水流湍急的洪水中，梁浩头部
以下瞬间被淹没，上游冲下来的树枝、
漂浮物好几次险些将他冲倒。每当有满
载人员的橡皮舟驶来时，他不等停稳就
冲过去，背起老人、抱着孩子，迎着湍
急的洪水，疾步走向安全地区。皮肤晒
得通红，双脚泡得发白，累了躺在炙热
的地上休息一下，饿了啃几口干燥的方
便面，每当传来请求救援的声音，这个
铁骨铮铮的汉子总是第一时间用嘶哑的
嗓子喊道：“我可以！我去！”

就这样，6天时间里，梁浩和队友们
一起，冒着随时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帮
助搬运捐赠物品、防汛物资器材，辗转
各个安置点之间，不分昼夜地抢救转移
被困群众 80多名、输送生活用品 200余
件。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回到漯河
后，梁浩的脚疼得不能挨地，很久都没
有缓过劲儿来。

今年3月2日，在学雷锋纪念日即将
到来之际，漯河市政协机关举行表彰仪
式，为荣登“中国好人榜”的梁浩颁发
表彰证书。“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政协
委员，荣登‘中国好人榜’是我一生
中莫大的荣幸。”捧着表彰证书，梁浩
动情地说：“我要加倍努力，不负时代
之期，无愧时代之盼。”

“不负时代之期，无愧时代之盼”
——记“中国好人”、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委员梁浩

刘 勇 姚春可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陈静瑜陈静瑜：：

做生命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梁浩 （中） 在参与水灾救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