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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嗣东献血18年救助2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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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献血到捐献血小板
“当我得知自己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时，

泪如雨下，这是国家和社会对我的认可，我是喜极而涕！”
11月27日，刘嗣东见到记者时激动地说。记者在北重四中
的会议室里看到，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他获得的荣誉证书、
献血证和奖杯。

1999年，一个患白血病的13岁小姑娘因一位台湾同胞
捐献的骨髓而重获新生的故事感动了刘嗣东。从那时起，
他开始关注白血病患者，开始义务献血，并想成为一名骨
髓捐献志愿者。刘嗣东说：“每当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
己眼前慢慢凋零的时候，那种难过是无以言表的，我就想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们。”

2003年3月底，刘嗣东得知包头市一名患白血病的女
孩急需大家捐献骨髓挽救生命的消息后，他立即和一位朋
友前往这个女孩家。没有头发、身体极度虚弱……当刘嗣
东见到了这个年仅25岁的女孩时，他的心隐隐作痛。他决
定捐献骨髓挽救这个女孩的生命。当家人得知刘嗣东要捐
骨髓后，都持反对意见，但是刘嗣东坚持自己的想法。随
后，刘嗣东联系了这个女孩的主治医生，咨询捐献骨髓的
相关事宜。医生告诉他，捐献骨髓需要经过配型等程序，内
蒙古还不具备配型的条件。由于条件所限，刘嗣东捐献骨
髓的想法没能实现，但是他一有时间就去医院看望女孩，
给她买喜欢吃的零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关心去温暖患
者。在刘嗣东的关心帮助下，这个女孩竟然康复出院了。

2003年11月，刘嗣东去北京旅游时，在王府井大街的
一辆采血车上捐献了6毫升血样，申请成为一名中华骨髓
库志愿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却始终没能配型成功过，但是
他时刻准备着，他相信总有骨髓适配的那一天。

刘嗣东告诉记者，他还打算向白血病的患者捐献血小
板。捐献血小板与献血有着本质的不同，血小板采集机将
全血采集之后，经过筛选和分离，留下血小板让其他血液
再回到体内，过程需要1.5小时左右。由于捐献血小板对身
体伤害小、恢复周期短，刘嗣东觉得这更有利于他更快、更
多地去献血。许多人并不理解刘嗣东，有的说他是疯子。刘
嗣东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觉得还有人在等着我去帮
助。”

刘嗣东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每次捐献的质量，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锻炼身体。

11月，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公布，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责公司第四中学教师（以下简称“北
重四中”）刘嗣东榜上有名。今年50岁的刘嗣东18年献血129次，救助了236人。他的献血总量相当于15个人的身
体血液总和。他被人们称为“献血狂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包头市涌现出一批义务献血的人……

胳膊上布满针眼
这些年，刘嗣东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血站，光是献血证就攒了厚厚

的几大摞，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献血记录：包头100次、呼和浩特3次、
北京3次、廊坊2次、上海2次、青海1次、山东1次、鄂尔多斯1次……

十几年下来，刘嗣东养成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一座城市，他必去的
地方就是当地的血液中心。现在，刘嗣东的两条胳膊上布满了针刺留下
的痕迹。献血一次最少要挨2针，化验1针、采集1针，有时候一次不成功
还得多挨2针。

刘嗣东说：“我是个见针就怕的人，直到现在每次献血我都要紧闭
双眼，但是一想到我的血可以挽救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孩子
们，我就觉得值！”在接触白血病患者这些年来，刘嗣东发现有不少白血
病患者是14岁以下的儿童，这样的患者治愈率极高，几乎高达80%。但是
治愈白血病需要匹配的骨髓和高额的治疗费。在匹配的骨髓找到之前，
血小板就成为了延长他们生命的“稻草”。

刘嗣东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他目睹了很多白血病患者的离去，
有时他前一天刚给献完血小板，第二天再去医院看望时，已是阴阳两
隔。有一次，他和上海献血百次的志愿者洪军英大姐交流。洪军英给他
讲了一个故事：在上海有一个24岁的白血病患者，家里为他花费100多
万元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因这个患者病情需要再
输入血小板，由于当时上海血小板供应十分紧张，这名患者等了好几天
都没等上，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听完这个故事后，刘嗣东哭着对洪军
英说：“大姐，如果再有这样的病人，您和我说，我会坐着飞机过来为他
捐献血小板。”通过这件事情，刘嗣东更加坚定了要把捐献血小板志愿
工作一直做下去的决心。

从1999年至今的18年里，刘嗣东捐献全血9次2000毫升、机采血小
板120次227个治疗量，其中，在包头捐献105次198个治疗量，在外地捐
献15次29个治疗量。他献出的血液救助了236人。

2010年，国家规定捐献血小板的间隔期由以前的28天改为14天，内
蒙古地区依旧执行28天献一次的标准。他利用这个时间差，每次去外地
都会计算距离上次献血小板时间是否满14天，如果够了，就到当地的血
液中心捐献血小板。回到包头后，他依旧算时间，够14天就献。他每次献
血小板都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当工作人员把采血针扎到他胳膊上后，他
就翻开手机看日历，计算下次献血小板的时间。

组建包头爱心小团体
其实，许多白血病患者需要的主要是血

小板。捐献次数多了，刘嗣东意识到，依靠他
一个人的力量绝对不能够满足越来越多患者
的需求。于是，他号召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血小
板捐献者的队伍。2004年，刘嗣东组建了内蒙
古唯一一个给血液病患者提供帮助的民间公
益组织———“包头爱心小团体”。在他的影响
和带动下，目前已经有3000多人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他们还经常在网上白血病患者论坛、
贴吧分享治愈白血病的经验，以期让更多的
白血病患者得到帮助。在他的影响下，他身边
很多同事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志愿者，就连他
的女儿也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在上大学期间
经常献血。

2012年9月的一个晚上，刘嗣东收到一条
网友转来的消息：“尊敬的好心人，我妹妹张
美玉，18岁，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兴安盟
盟医院接受诊治……昨天病情突然恶化，出
血不止，急需B型血小板，恳请您帮忙！”刘嗣
东随即联系家在乌兰浩特市的队友佟良玉，
佟良玉接到电话后马上赶往血站，成功为张
美玉捐献了血小板。当年10月1日到12月1日
两个月的时间里，佟良玉为张美玉先后捐献
过两次血小板。因当地医疗资源有限，12月2
日，张美玉转院去河北燕郊接受治疗。

2013年1月14日，张美玉的妈妈再次给刘
嗣东打来电话，说孩子急需血小板，而当地血
小板资源十分紧张。刘嗣东把张美玉急需血
小板的消息告诉队员后，大家争先报名，最后
有7名队员愿意与刘嗣东自费前往河北。同年
1月18日下午，刘嗣东一行8人坐火车前往河
北燕郊，于第二天下午到达医院。1月20日上
午，刘嗣东和7名队员来到血站，经检验有4人
成功为张美玉捐献了7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同
时，刘嗣东还积极与当地血站、志愿者沟通，
确保张美玉今后能够使用血小板。回到包头
后，刘嗣东又组织大家为张美玉捐款。1月25
日，张美玉的姐姐顺利为张美玉捐献了造血
干细胞。目前，张美玉已经完全康复。

刘嗣东的工资收入不高，他的妻子是一
名工人，收入也不多。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花去
了很大一笔钱。尽管如此，自2003年以来，刘
嗣东先后为白血病患者募集善款近百万元，
个人累计捐款4万多元。刘嗣东的妻子曾经不
理解他，后来妻子也明白了，她对刘嗣东说：

“你这个人就不是属于家庭的，而是属于社会
的。”

刘嗣东对记者说：“我知道有人说我是疯
子，但每当想到血液流进患者的身体，他们脸
上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快
乐。”

这些年，刘嗣东先后被评为中国红十字
志愿者之星、包头市首届道德模范、内蒙古自
治区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包头市最美教师；
连续4次被评为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自
治区杰出青年志愿者；多次被共青团包头市
委员会、包头市中心血站、包头市红十字会评
为优秀志愿者。面对荣誉，刘嗣东说：“我觉得
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快乐自己。”

献血证书和获得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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