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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路公交驾驶员戴淑玲：

遇车祸调养，仍不忘献血

从第一次献血起，公交驾驶员
戴淑玲就养成了3个月献一次血的
习惯，即便在发生车祸后，也主动
要求献血。26日，记者获悉，献血模
范戴淑玲目前已累积献血1万多毫
升，并将继续坚持献血。

公交电车分公司六路队6路
线驾驶员戴淑玲是公交的一名老
驾驶员，42岁的她从1999年开始，
累积献血1万毫升，先后获得了青
岛市无偿献血“金杯奖”及多个全
国无偿献血荣誉证书。

提起第一次献血，戴淑玲称，
当时报纸、电视都在宣传无偿献
血，虽然有点怕扎针，但想到自己
的血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她还是
鼓起勇气献血了。第一次献血过
后，几乎每3个月，她都会去献一
次血。几年前的一天，她在下班的
路上遭遇车祸，后被医院诊断为
腿部骨折。调养了一个多月的时
候，她提出要去献血，被医生以身
体欠佳为由制止。“当时也没顾忌
自己的身体状况，就觉得到了3个
月了，该去献血了。”戴淑玲说。

公交电车分公司政工科曲女
士称，每当路队组织无偿献血活
动，戴淑玲总是第一个抢着献血，
而她的家人也在其动员下全部加
入到了无偿献血队伍中，她本人
还参加了血站组织的捐献造血干
细胞活动。

“将来我去世后，想把眼角膜
和遗体捐出，这样我的生命可以
得到延续。”戴淑玲说，对于她捐
献器官的想法，家人目前还不接
受，但她会继续给家人做思想工
作，一旦家人同意，她马上就到红
十字会办理手续。

本报记者 蓝娜娜

阳光护工王霞：

爱洒夕阳红

独尝百般苦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提起南山福彩养老院的王霞，不少人都会
竖起大拇指，这位39岁的养老院护工以微笑面
对人生，不仅克服了自己家庭的困难，更将养
老院的老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去照顾，被许多老
人喊作“女儿”，更是老人们眼里那个一直微笑
的“小苹果脸”。

上班下班都在惦记老人

26日上午9点，在南山
福彩养老院，刚接班的王
霞忙个不停，她负责照顾6

位不能自理的老人。将两
位老人扶到外面看电视
后，她便开始帮其他的老
人翻身，紧接着又有两位
老人大小便，王霞又是换
尿布又是端水清洗，一直
忙了一个多小时。

10点多，王霞忙完才
稍稍松了一口气，边给老
人喂水边跟记者聊起了
家常。说起照顾老人，王
霞说，其实这并不是一项

轻松的活，一天工作干下
来，腰酸背痛。但是时间
久了，她与这些老人之间
产生了感情，无论上班还
是下班心里都惦记着老
人。

一次，一位莱西的老
人看到别的老人家孩子
周末都来送饭，而自己的
孩子因为隔得比较远不
能过来，一个人暗自伤心
落泪。王霞第二天便买了
菜，做好饭给老人带来，
让老人感觉自己的儿女
时刻都在身边。

曾被老人追打到卫生间

“ 这 里 的 很 多 老 人
年 轻 的 时 候 都 比 较 能
干，到老了也不服老。”
王霞说，一些老人年纪
大了不能自理，往往不
能面对现实，脾气就变
得特别差。

一次，一位刚进养老
院的老人将茶水、牛奶、水
果、饼干等混到一起吃，王
霞看到了，觉得这样不利
于老人健康，于是便把老
人的茶杯收了起来，并告

诉老人这样吃不好。结果
刚说完，老人便开始骂她，
甚至用按摩器打她。为了
避免和老人冲突，王霞退
出房间，想待老人冷静时
再过来，但老人并不罢休，
一直追着她打到了卫生
间，直到同事们过来，才阻
止了老人。

事后，王霞仍旧像以
前那样照顾老人，过了没
多久，老人开始亲切地喊
她“干女儿”。

勇敢面对生活的“小苹果脸”

在养老院里，王霞总
是笑着面对每位老人，她
说，老人们看见她的笑脸
心情就会好了，她希望每
位老人心情都好好的。现
在院里的老人都亲切地喊
她“小苹果脸”，这让她听
着格外高兴。

不仅是在养老院保
持一张笑脸，王霞也用笑
容支撑着全家。王霞的丈
夫曾经因工伤留下残疾，
长期卧床后又患上了抑

郁症，并逐渐转化为精神
分裂症，一直住院治疗。
王霞的婆婆也因为儿子
的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2002年公公去世后，全家
人的生活负担就落在了
王霞的身上。现在王霞一
个人承担着丈夫和婆婆
的住院费，还要养活11岁
的儿子。但在家里，王霞
还是整天笑呵呵的，她说
要给儿子做榜样，让儿子
心里充满阳光。

被老人们称为“小苹果脸”的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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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1路驾驶员王鹏中：

献一次熊猫血，救一个人

“每次被通知去献血，就知道
有一个人等着我去救了。”隧道1

路驾驶员王鹏中说。近日，记者获
悉，“熊猫血”驾驶员王鹏中在11

年的时间里，对血站的紧急用血
求助随叫随到，目前已累积献血
6000多毫升。

37岁的王鹏中是隧道1路一
名普通的驾驶员，1999年第一次
献血后，被血站告知自己的血型
是Rh阴性血，即“熊猫血”。由于

血型太稀有，血站建议他不要随
便到血站献血，等有需求时，血站
人员会通知他来献血。

“当时知道了自己是‘熊猫
血’，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得了什
么病呢！”王鹏中说，在得知血型
后，他立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
确认“熊猫血”只是稀少，不会对
自身产生危害后，才放下了心。

王鹏中说，拥有“熊猫血”的
人一旦需要输血，必须输入的是

Rh阴性血，其他血型不可取代，
而在青岛中心血站登记的“熊猫
血”人数只有百来个。这表明，一
旦需要紧急用血，血源就集中在
一百多个人身上。

明白了“熊猫血”人群面临的
用血情况，王鹏中更加积极地投
入到献血的活动中，在11年的献
血时间内，凡是血站打电话给他，
想请他来献血，他一定会放下手
中的工作，赶去献血。

2010年9月22日，正赶上八月
十五，王鹏中正和家人在家里聚
会，血站忽然打来了一个求助电
话，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个“熊猫
血”患者失血不止，急需输入血小
板。听到消息，他立马放下碗筷，
赶到医院献血小板。

2009年6月3日的一次献血经
历也让他记忆犹新。那次献血是
在晚上11点，当时血站工作人员
告诉他，一名外商在青发生意外，
正在医院抢救，因血型恰好是Rh

阴性血，所以急需他的帮助。听到
这一求助信息后，他也赶紧出门，
打车到了医院献血。

“献一次血，我就知道救了一
个人，这让我很欣慰。”王鹏中说，
有“熊猫血”的人毕竟是少数，当一
个人遇到困难时，他能体会那种血
源稀少带来的恐慌感，因此自己会
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鲜血的人。

本报记者 蓝娜娜

6路驾驶员戴淑玲，13年献血1万多毫升。(图片由公交电车分公司提供)

因为自己是“熊猫血”，所以更清楚献血的重要性。 蓝娜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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