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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多多人人答答应应献献血血，，一一个个没没来来
泰安市民肝细胞坏死急需血浆，发帖求互助献血遇尴尬

即便互助献血，也不一定找到指定血型

高先生的家人期待了5天，心情一
天天失落。高政说，因为很多人给他留
言说可以帮忙，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没有
出现，这让全家的心情大起大落。

“大部分人说时间不合适、出差、家
人不同意等，其实我们也能理解，毕竟
是给陌生人献血，而且很难有回报。”高
政说。

高立良的主治大夫宋医生介绍，病
人目前身体指标不太好，因为血浆较少
采取了尽量稳妥保守的治疗，最好可以
换肝。现在科室A型血浆少，每天只有
200ml的配给量，实在不够用。互助献血
也不能定向解决指定血型的需求，除非
家属找到A型血的献血人。

记者从医护人员处了解到，与熊猫
血病人急需献血一呼百应相比，普通血
型献血求助得不到及时帮助，并非难以
理解。“熊猫血群体相对较小，互助几率
大，献出的血很可能都能得到回报。而
普通血型就难说了。”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血液科医生说。

“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
想让陌生人帮忙互助献血，真的是非常
困难，现在花钱都买不到血浆，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办了。”高先生说。如果您可
以帮助高先生一家，可以在献血时告知
工作人员是互助献血，被献血对象是泰
安市中医院肝病科4楼34病房97床的高
立良。

王王超超的的钱钱错错汇汇给给黄黄超超，，一一分分没没少少
青岛小伙接到汇错款电话以为是诈骗，后补办银行卡还回2万元

卡号错一位，姓名还是“*超”

在以30万元购买王超一套房子后，
家住淄博市桓台县的董女士最初只付
了一半款。16日，董女士来到当地银行，
要将剩余的房款汇给对方。“当时钱都
在我丈夫卡上，我没有带丈夫的身份
证，只好去自动存取款机。”董女士说。

初次使用自动存取款机，董女士决
定先转两万元试试。在拨通王超的电话
后，董女士将银行卡号输入，不料把

“1093”输成了“1092”，自己浑然不觉。巧
合的是，存取款机最后显示的姓名是“*
超”，董女士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确认键。

钱已汇出，王超却迟迟没收到通知
短信。在等了半个多小时后，董女士急
忙到银行询问，工作人员一查发现，钱
已经汇入了一个户主名叫黄超的账号
里。董女士蒙了，求助银行无果后又来
到派出所，让民警帮助查了一下黄超的
电话信息。

把“骗子”拉黑，陌生号又打来

16日下午接到电话时，黄超正在修
车。这个24岁的小伙，是青岛一名公交
车修理工，每月领着3000多元的工资。

“当时我接到一个自称姓董的女子打来
的电话，说往我的农行卡里错打了
20000元。我才不信有这种好事，以为是

电话诈骗。”王超说，没想到这个“骗子”
还很执著，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

此时的董女士一听黄超说没收到
钱，以为他是故意不想给钱，就在电话
里骂了他。

虽然黄超不相信自己卡里被汇入
两万元钱，可心里还是犯嘀咕了，正常
骗子不会这么执著。他把自己所有银行
卡找出来，一口气跑了五家银行查询，
都没有对方说的2万元钱。这更加让黄
超坚信对方是在诈骗，可他把“骗子”拉
黑后，别的陌生号码又打了进来。

一分不少，修理工如数归还

17日，黄超上班后跟同事说起这件
事情，大伙都认为是诈骗。不过黄超闲
下来翻看短信时，其中一条引起他注
意，对方说把银行搞错了，让他按卡号
再去另一家查一下，并且又向他的卡里
打了1元钱，还传来截图。

黄超一查才知道，这张果然是他的
卡，而且里面多了20001元钱，不过已经
很久不用，并且丢失。黄超将卡挂失又
重新补办准备还钱，董女士明确表示让
黄超留下5000元。18日中午，董女士收
到20001元汇款，一分都没少。

想起自己这两天又是打电话出言
不逊，又是发短信威胁，董女士充满歉
意，22日一早，她带着锦旗专门到青岛
找到黄超，以示谢意。

日前，淄博市民董女士使用ATM机给朋友王超汇款，结果输入过程中
把卡号输错。巧合的是，另一张卡户主名叫黄超，ATM机最后显示的姓名
为“*超”，也让董女士以为无误。黄超的那张卡早已弃用，但了解到是董女
士汇错款后，专门补办一张卡，将错汇的钱如数奉还。

文/片 本报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李学峰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日前，泰安市民高先生患急性肝损伤入院，肝细胞大量坏死，每天需要输血救命。由于血浆有限，高先生家人想通过互互助献血筹集血浆，而二
十多位答应献血的市民，至今没有一位兑现承诺。目前，高先生家人只能借助亲朋好友帮助，献一点算一点，尽可能挽挽救高先生的生命。

家人献血不够用，微博上求献血

22日，高政再次通过网络发布父亲
高立良的病情，抱着一丝期望，希望能
有哪怕200ml的互助献血可以帮助父
亲。而躺在泰安市中医院病床上的高立
良，11月11日因感冒引发急性肝损伤，
目前肝细胞大量坏死，只能依靠输入血
浆维持，曾一度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因
为医院和血站缺乏A型血，高立良已经
连续两天无血可用。按照他的病情，每
天至少需要400ml血浆维持生命。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现在医院和
血站都缺A型血，我们家里的人能献血
的也都献了。”高政说，他得知可以通过
互助献血的方式，从血站和医院拿到有
限的血浆，已经发动亲朋好友甚至单位
同 事 来 献 血 ，但 还 是 不 能 维 持 每 天
400ml的消耗。“献血最少要间隔半年时

间，家人不能重复献血，也不想找非法
途径获取血浆。”无奈之下，高政把父亲
的情况发到网上，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
回应，承诺可以帮助献血。

从17日在微博、贴吧等平台发布信
息以来，高政陆续接到二十多位市民的
回应，表示可以帮他互助献血一次。一
家人都期待能够拿到互助献血的血浆，
可是直到22日，没有一个网友互助献血
的消息传来。

在高政所发帖子的跟帖中，记者看
到有多位市民帮助点赞，一位网友称自
己可以献血但不在泰安，一位网友说这
几天熬夜想帮也帮不上。一位李先生给
高政留言说上周五可以帮忙献血，但周
五却未出现。李先生随后解释说，家人
不同意他献血，他也没办法。

近年来，互助献血成为很多患者家属
面对血荒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本月13日，
滨州就有一则呼吁献血的救命帖在朋友
圈转发，引来全城献血营救。而在北京长
春等地，类似的案例也不少见，长春市民
王先生也曾在朋友圈发帖为妈妈求助，

“献多少，我妈妈就可以用多少……”
滨州市民和长春市民王先生都在发

帖后得到相应帮助，但并非所有的发帖人
都能如愿，此次泰安市民高先生肝细胞坏
死急需血浆，二十多人承诺互助献血无一
兑现。

根据国家卫计委今年6月份公布的最
新数据，去年我国的无偿献血率为0 . 95%。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献血率达到1%

至3%时，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

求。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献血率处于世卫
组织的警戒值之下，更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已超过4%的无偿献血率。

许多人对无偿献血有顾虑，源于“血
液是身体的一部分，献血会危害身体健康”
的误解，更重要的是，目前低献血率所造成
的血荒，与公众对慈善事业、慈善机构的信
任危机有很大的关系。

缓解“血荒”，重建无偿献血信任，首
先，要严格规范采血、用血作业，避免不必
要的误解造成的伤害。其次，在用血还要收
取成本费的情况下，各地必须定期公开血液
使用的账本，让公众评论是不是在卖血。当
国民献血率提高之后，就该走上无偿献血、
无偿用血的道路，采集、储存等成本由财政
兜底。 据中国青年报等

献献血血““救救命命帖帖””救救急急却却难难治治本本

延伸阅读

董女士
和同事专程从
淄 博 来 到 青
岛，给黄超(右
二)送来锦旗。

高先生家人发帖向网友求助。(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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