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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味味 人人 生生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
命，在我看来，是一件高尚大爱的事业。每次看到
那些恢复活力的生命，自己就倍感高兴与自豪。”
朱尚国，霍邱县第二中学历史老师，热爱祖国，热

爱学生，一直奉献在教育岗位上，多次被评为优
秀教师，2017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全县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7年度被评为

“六安市优秀班主任”，获2010-2011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个人奖铜奖，获2014-2015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个人奖银奖，获2016-2017年
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个人奖金奖。

第一次献血的缘由，朱尚国告诉记者，十多
年前，有一次看新闻，了解到很多地方血库缺
血，供血量常常只有正常用血量的20%，很多病
人因为没有血源而无法及时做手术，甚至延误
了治疗。这件事当时对他震撼很大，于是决定加
入无偿献血者的行列。从第一次献血开始，朱尚
国就成为了固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这一坚持
就是十几年，从 2 0 0 7年至今，他已累计献血
9900毫升。“无偿献血，无害自己，有利他人，我
们要用可再生的鲜血去挽救不可再生的生命。”
朱尚国笑着告诉记者，“每次献血时，女儿都要
和我一起去，她说长大后她也要参加无偿献
血。”

作为一名老师，朱尚国常常利用他的教师
身份，对学生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道德教育，

宣传无偿献血的意义，在孩子
们的心里悄悄埋下了无私奉
献的种子 。很 多 他 当年的 学
生，如今也成为了无偿献血志
愿者。他长期坚持无偿献血的
行为，也感动了一些家长，如
县环保局李菁等人在朱尚国
的带动下也加入到了无偿献
血志愿者的队伍中。

“只要健康允许，我会一
直坚持无偿献血。”朱尚国是这样说，也是这样
做的，2019年5月26日，朱尚国还在网上成功申
请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成为全国第457573

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真正做到了“奉献热
血、共享生命”。当问起什么是一直坚持献血的
原因，他坦然地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
因，无偿献血，无害自己，有利他人，这是我们回
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我相信我们无偿献血者的
队伍一定会越来越壮大！”

血，是生命的源泉，是汩汩流动的真情；爱，
是生命的曙光，是点亮无数生命的希望火种。作
为无偿献血志愿者，朱尚国在无偿献血的道路
上，仿若一颗播撒爱的种子，种下希望，收获爱
意。正是有许多像朱尚国这样的无偿献血志愿
者，他们的爱心血液，创造了希望与奇迹，使生
命之花不再枯萎，正是他们的爱心奉献，慷慨义
举，感召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来，
将整个社会变得充满温馨与爱意。

本报讯(记者 宋金婷/文 袁洁/
图)10月26日—11月6日，六安市精神卫
生中心来到霍邱县，对霍邱县域部分初
中和高中开展为期10天的青少年心理
健康调查以及心理健康宣讲活动。

开展24小时青少年心理援助热
线，市精神卫生中心安排精神心理专
业人员提供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热
线服务，向儿童青少年、青少年家长
以及中学教师等广泛宣传热线号码，
鼓励其有需要时拨打求助。心理援助
热线号码：18105642989。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六
安市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问卷》由市
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专家团队共同
制定，从中学生一般信息情况、心理
健康状况、心理素质、应对方式以及
青少年行为和功能等5个维度全方位
评估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结果出来
后，会将调查结果反馈给卫健、教育
等政府部门，便于制定相关政策。

市精神卫生中心将组织专家在
多媒体教室，面对面与学生开展青少
年心理健康科普宣传。科普宣传的内

容包括指导青少年学习保持心理健
康的方法，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如何
求助等。同时，开展中学教师心理健

康调查，对霍邱县教师队伍开展心理
健康、职业价值感等调查，为教育管
理部门提供参考。

本报讯(汪璇)10月
26日上午，在市人民医
院西院区急诊部，一名
出院患者将一面锦旗亲
手送到主治医生韩圣瑾
和副主任医师丁锐的手
中，锦旗书写“医术精
湛，医德高尚”，这是
对住院期间受到的高水
平治疗的深情感激和优
质护理充分肯定。

9月 1 4日，伴随着
一 阵急促 的 救护车 笛
声， 1 20救护车呼啸而
至，“快，医生，救救
我爸爸吧。”一声声紧
急的呼救声，回荡在西
区急诊抢救室。

今年54岁的邓业林
不幸发生车祸， 1 20紧
急送至西院区急诊，来
时患者头面 部 血流不
止，腹痛难忍。C T提
示头皮血肿，腹腔少量
积液 ， “ 病 情 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
命。”韩圣瑾医生立马组织安排急诊手
术。急诊剖腹探查后，发现患者小肠破
裂，遂行小肠破裂修补，小肠系膜撕裂修
补，结肠系膜破裂修补术，患者术后呼吸
微弱，转至西院区急诊ICU进一步治疗。

在治疗期间，韩圣瑾医生每天早早来
到病房，为患者换药，查病历找资料，希
望患者能够早日转至普通病房。在急诊
ICU经过4天精心的护理和治疗，患者终
于神志转清，能够自主呼吸，于9月18日
成功脱机转至普通病房。

在普通病房治疗期间，韩圣瑾医生牺
牲个人休息时间，给患者做心理护理，鼓
励他咳嗽咳痰，下床活动。经过一段时间
的积极治疗和精心护理，患者终于康复出
院。出院时，仍不忘叮嘱患者，多休息，
加强营养以及相关的出院指导。患者紧紧
握住韩圣瑾医生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再三
表示感谢。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一面鲜红锦旗充分体现了患者对市人民
医西院区急诊部全体医护人员辛苦工作的
高度肯定和赞扬，更是鼓励与信任。便捷
的交通，舒适的环境，优质的护理，规范
的诊疗，市人民医院西院区急诊为当地百
姓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张蔚 记者 宋金婷)为有
效防范和积极应对今年秋冬季可能出
现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细化新冠肺
炎疫情医院感染防控措施，近日，皖西
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开展秋
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演练
由院内感染和疾病控制部牵头，医务
部、护理部等行政职能科室及各临床、
医技科室主要负责人共计50余人参加。

演练开始后，模拟患者自诉3天前
有疫情高风险区旅居史，昨日夜间有
发烧症状，预检分诊工作人员对其体
温监测38 . 2℃，发放医用外科口罩并
按指定路线将患者带至发热门诊就
诊，就诊完毕安置于发热门诊留观室
等待相关结果。数小时后，检验科报告
患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立即

通知发热门诊首诊医师及防控办，防
控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组成员
会诊。经会诊后考虑为新冠肺炎患者，
防控办通知接诊科使用负压救护车将
患者规范转运至定点医院，并做好终
末消毒；发热门诊、CT机房等患者活动
区域彻底消毒后方可接诊患者；院内
感染和疾病控制部两小时内上报，配
合疾控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结束
演练。演练期间，物流管理部、医学装
备部、临床药学部分别针对疫情所需
的物资准备进行梳理、补差补缺。

演练中，各部门、科室按照演练脚
本，模拟疫情发现、疫情报告、个人防
护、流行病学调查、患者转运、终末消毒
等环节，参演人员准备充分、反应迅速、
贴近实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一
面
锦
旗

一
份
守
护

甘蔗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种水果，果汁丰
富，甘甜爽口，其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的。

1 .补充糖分。因为甘蔗中含有蔗糖，所以能够
为我们的身体补充所需的糖分，也能够为我们提
供足够的热量。因而非常适合低血糖、感觉疲惫
的人食用。

2 .滋养润燥。甘蔗中有着纤维，它们能够刺
激肠道，润肠通便，帮助肠道排毒。如果你觉得燥
热、小便不顺畅、发烧口渴等，吃点甘蔗能够滋养
润燥、清热解毒。

3 .健脾利尿。甘蔗是一味能够起到很好健脾

作用的食材。其中的纤维，能够滋养润燥，帮助对
付胃热，解决消化问题。还能够生津止渴、滋养脾
胃、利于尿液的排出。

4 .生津解酒。甘蔗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以及糖
分，当你口渴的时候，吃一点甘蔗能够马上缓解
干燥，立即为身体补充能量。甘蔗还能够解酒，保
护肝脏，让你快快醒酒。

5 .清洁口腔。甘蔗能够滋润你的喉咙、保护
嗓子。多嚼甘蔗，能够健齿，你会发现牙齿在慢慢
变白。

6 .补铁补血。甘蔗中铁元素的含量很丰富，
多吃甘蔗能够预防缺铁性贫血。

7 .益脾胃。甘蔗汁加热后饮用，能益脾胃。甘
蔗汁有助脾作用，古人称之为“脾果”。

8 .止虚热咳嗽。以甘蔗汁700毫升左右与高
粱米约半斤煮粥，每日食用两次，有润心肺、止虚
热咳嗽之功效。若是把甘蔗烤一烤再吃，不但更
甜，而且润喉效果卓越，是保护嗓子的食疗佳品。

9 .美容脸部。咀嚼甘蔗，对牙齿和口腔肌肉
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有美容脸部的作用。

如果牙齿不方面吃的话，将甘蔗榨汁也是一
种不错的食用方式哦！

冬吃甘蔗好处多

皖皖 美美 田田 园园

市二院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演练

E-mail:7845428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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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爱爱青青少少年年心心理理健健康康

亲爱的儿子：
你好吗？
离开你和你妈已经五个多月，真的

很想你们！今年我们家发生两件值得庆
祝的大事，一件是爸爸成为一名光荣的
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干部；另一件就是你
考进毛坦厂中学，成为一名高一新生。
曾经温馨的三口之家，只剩下你妈妈一
个人在家，作为医生，她也是经常要加
班。现在我们相距千里，都说“男儿有泪
不轻弹”，但是，每当想起你和你妈妈，
爸爸仍然忍不住思念的泪水。
儿子，你知道吗？西藏位于青藏高原

的西部和南部，占青藏高原面积的一半
以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
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是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地方。西藏面积占全国八分之
一，国境线长约3842公里。这里有神奇
的雪域高原、连绵的雪山、神秘的宗教、
勤劳的人民、独特的文化，藏族同胞是
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
同我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儿子，你知道爸爸援藏都干些什么

吗？西藏地区由于自然、历史、地理等原
因，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远远落后于东部。爸爸从事的安全监
管和防灾减灾工作，就是帮助这里促进
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在促进西藏人民
的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上当
助手、想办法、解难题。这里高寒缺氧，
各方面基础条件差，爸爸经历了种种高
原反应，克服种种困难和矛盾，但爸爸
听党的号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
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和所有在西藏工
作的同事们一道登高原、走边境、进企
业、下乡村，为的是逐步改变西藏地区
贫穷落后面貌，保护好西藏地区的绿水

青山，保护好祖国的“江河源”和“生态源”。
儿子，你在学校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这样才能掌握保卫

祖国、建设祖国的本领。你是个思维敏捷、聪明爱动的孩子，但
偏爱数理化，可这是不行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
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学好历史地理，会让你更加了解历
史人物和事件，有益于你热爱祖国、建设祖国，成为一个对国家
和社会有用的人。特别是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在心灵埋
下真善美的种子，要始终装着国家和民族，培养爱国情怀，做社
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儿子，你要爱妈妈，听妈妈的话。你第一次离家住在学

校，生活上要自理，行为上要自控，我在千里之处不能前去
看你，妈妈平时在医院上班也很忙，只有利用调休的时间去
学校看你。爸爸以前陪伴你成长的时间不够，连你出生前我
还在部队执行任务，没有看到你出世的那一刻，没有陪伴在
你和妈妈身边。如今你的个头已经高于爸爸许多了，好多事
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小男子汉
了，希望你尊重师长，刻苦学习，锻炼身体，全面成长，这才
是爸爸最大的欣慰。
儿子，爸爸在这里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我会珍惜在藏期间

的宝贵时光，努力工
作，保重身体，做一名
合格的神圣国土守护
者、幸福家园的建设
者。

永远爱你的爸爸！
2020年 10月 15日

于西藏山南
（刘海鹰）

褪去了冬的冷酷无
情，告别了春的百花争
艳，没有了夏的热情似
火——— 秋以一种淡然的
姿态，似闲云野鹤般，绽
放属于自己的美。我钻进
风干的记忆里，遥望故乡
的秋天。

梅山湖是一袭云梦之地，一面湖水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广阔的湖面挽留了一团团棉花似的白云，蕴藏了
一道道幻彩的奇迹。撑一支长篙，泛舟于静谧微凉的秋水
之上，把我们唱给祖国那动情的歌声，连同那一串串银铃
般的欢笑声，一起融进这绵绵的秋水之中，岸边苍苍的蒹
葭细细品味着静美的秋天。

在清澈的湖水下面，沉淀了最美的云之梦。故乡的云
柔软了我的眼眸，那圣洁的云裳，宛如一抹纯洁的相思，微
风拂，不经意间便来到我的心头。风在动，云在动，心也在
动。透过疏窗，随即口占一绝：“云涛万顷争秋色，雪影飘飘
闭小窗。剔透蓝心深几许，飞鸿倩影饰清江。”到了婆娑的
夜晚，月光依稀，星光点点，洒在银色的湖面上，风拥着云，
悄悄地做着自己浪漫的梦。

喜欢漫步于故乡的小路，心中满载丰收的喜悦。见稻
浪翻滚，金风吹过一望无际的田畴，沉甸甸的谷穗好似害
羞的姑娘，低眉不语，把头深垂下去，把惊喜留给收割人。
高粱们怕是喝醉了，相比弯弯的稻穗，它们显得有些高调，
你看它们的脸，通红通红的，阳光下，又细又长的高粱秆傲
娇地举着燃烧的火把，邀请天边的晚霞和她同舞。

棉花田是一片雪白的童话世界。那些成熟了的棉花都
从壳里脱盈而出，洁白的、软软的、静谧的，一定是天上的
云彩仙子下凡了，那亭亭玉立的姿态，让人心生欢喜。棉花
虽然不是花，但是它比花还美丽，它是很纯朴，很厚重、很
实用。有诗云：“金秋玉立喜田丰，一片冰心自暖融。莫道花
开如雪海，人间有我免寒穷。”这使我想到许地山写的《落
花生》的句子:“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
人没有好处的人。”

叶子是秋天的主角。夕阳透过那些稀疏的枝叶，肆意
泼洒迷惑人心的红，满眼的晚霞，美得让人心醉。不禁想起

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
花”、想起白朴的“青山
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也想起纳兰性德的“红
叶满寒溪，一路空山万
木齐”。风过处，几片枫
叶在地上打着转儿，随
之散去。龚自珍云：“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说落叶告别了大树，
它不一定就是孤独的，还有调皮的风儿，把它们带到天涯
海角，那是另一种形式的相伴到永远。想想逝去也是一种
不错的结局。正因为青春的逝去，这是一种难得的经历，记
忆里却存储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段或苦或甜的岁月，在
心中流淌，自身也慢慢变得成熟。

行走在秋光里，你感受到的是秋的超然。长期以来中
国的文人墨客似乎都有伤春悲秋的传统情怀。秋风一起，
似乎就要将其描述的万般寂寥，清冷无比。刘禹锡却不是
如此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
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呈现出更多的是一种昂扬的气概和
高尚的情操，一种勇往直前的意志和超然物外的笃定。

今年的秋天，气候异常干燥，许久没有下雨了，甚是怀
念，没有雨的秋天似乎不完美，少了一点文艺的感觉。喜欢
在秋天里，撑一把油纸伞，悠然漫步在青石路上，听着雨敲
打着大地的琴弦，脚踩在软绵绵的梧桐叶上，望着漫山的
红叶确实挺有诗情画意的。或在秋雨绵绵的夜晚，看可爱
的雨线在昏黄的路灯下点缀着，诉说着无尽的相思。蓦然
回首，看到一朵朵秋菊傲然于风雨之中，正所谓“宁可枝头
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又让我看到生命的活力。

桂子，它悄然地开在秋天，以一缕清香填补着这个秋
天的寂寞，这是一种灵魂的香气，秋天的雅物甚多，却再也
没有什么比这香香的桂花雨更令人心旷神怡。桂花的美并
不大张旗鼓，它有一种静默的儒雅，那种默默芬芳万物的
淡定和平和，正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温婉谦逊的象
征。

独爱秋天，因为它的静美就给你一种踏实的感觉。来
我的故乡金寨吧！与秋天来一场美丽的邂逅，恰逢我在，阳
光在，风也在，一切都是刚刚好。

转眼到了秋天。这么晴和的天气，令人心生热情，想要
张开双臂去拥抱眼前的一切。因为这份热情的存在，眼里
的所见便倍加美好。路边花坛里的花儿格外艳丽，映衬着
近旁一树深黄，一树浅黄，一树深绿，一树淡红的树叶子，
真可谓五彩缤纷；群鸟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叽叽，喳
喳，啾啾”个不停，让你以为它们正在讨论什么大事件，各
持己己见，争论不休。群鸟，以麻雀、喜雀居多，这是一群普通
的鸟儿，它们热闹着凡间尘世，不像像那些名贵的鸟儿，有的
待在镶金的笼子里，仅供主人喜爱。脚下的路也透着温情，
托着我的双脚，轻盈是我此刻的感觉。

天空蓝汪汪的，一丝云都没有，“晴空胜碧蓝”、“高秋
爽气相鲜新”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最恰当的写照。仰望广
阔无边的天空，思想和灵魂在其间飞翔……一时间，身体
也仿佛溶于其中。

风好柔软清爽，如绸缎拂过脸颊，惬意的感觉，令人迷
醉，醉到极致，就认为天地是一首没有结尾的抒情诗。

桂花热热闹闹地开过一阵之后，在一阵秋风两场冷
雨中香消色殒，有的零落成泥，有的干巴巴留在密密层层
的枝桠间，显得寂寥。这，碍不了我此刻愉悦的心境！世
间，有绽放，就有枯萎；张扬过，也需收敛，一切都是定数。
花儿如此，人也如此。它更不会妨碍四溢的秋光秋意。这
不？不远处的林园里，一片栾树，果实正好成熟。果色橙红
明艳，似一片燃烧的火，灿烂震撼。看得神往，不由自主地
走近前。地上有少许果实落下，捡起来把玩。它们是一只
只玲珑可爱的红灯笼，置于掌心，轻轻吹一口气，它们便
飞离而去。灯笼寓意幸福，光明，活力，圆满。我便对着那
飞离而去的“灯笼”祈愿，祈求它们满足我的愿望……

双手合十！眼 前现出 一 幅画景 ：广 阔无垠 的 大 海
边，海浪洁白，反反复复欢快地推送着岸边的细沙。明
媚的沙滩上，一对青年男女。男子潇洒倜傥，一身白色
西装礼服，面容英俊，他一直温和地笑，注视着向他奔
来的女子。女子亭亭，一袭白纱婚裙，长发如黑色的瀑。
因为奔跑，长发和裙裾随风飞扬，飞扬。女子也笑，笑含
羞涩，但是，抑制不住的幸福让她的笑容里添进无限的
甜蜜。

这个画景让我心生感动，因为，画景里的女子于襁褓
中起，我就一直看着长大。而今，学业有成，即将成婚，去拥
抱她人生的幸福。

那天，她的母亲打开手机屏，给我看这个画景时，我竟
热泪盈眶。一个稚嫩的童音在耳边响起：“惠阿姨，抱抱小
宝宝！”就是这个当年和我一起爬过三层高楼，最后因实在
走不动，突然转过身向我求助的小宝宝，今天就忽然长大
了，如季节的变换，眨眼就到了秋季那么快。感动之余全是
欣慰！我永远记得她当时萌态可爱恳请的样子。尽管，我当
时身怀六甲，但并未拒绝，怎么能呢？去拒绝一颗天真期待
的童心。

一棵栾树的果实轻悄悄地落在脚尖。我又弯腰拾起，
再次将它吹离开去。如果可以，那就祈愿它将幸福、快乐带
给这个孩子。

成熟的草香浓郁，阵阵撞鼻，季节的秋天，就是这么迷
人。人生至秋，却淡了许多东西，不想去计较太多，不想去
争夺太多，不想去强求太多。感动，不伤感，一任春华秋实。
一颗心，本就纯真，这个时候，更不愿去虚伪，只愿盛放喜
与爱：浅喜，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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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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