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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报 国基·街坊

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一些人，让人感受到热心、有趣或者是特别，而他们也总会拥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和温暖情怀，你能看
到的，或者你看不到的。在咱自己的报纸上，来一起聊一聊老邻居、好街坊，别让那些点点滴滴，如金子般的光芒都被生活湮没了。
如果认识这样的人，可以电话与国基路街道文明办联系，请致电 65692856；如果您想写写他们，可以将稿图发送到邮箱：
gjlxuanchuan@126.com，并注明姓名+联系方式，稿件见报即可领取一本好书噢。

家里的另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床是
留给侯传勤母亲的。侯传勤的母亲今年
也已经 90 岁高龄，患有心脏病，兄弟姐
妹轮流照顾。轮到侯传勤时，她就把母
亲接到自己家里来，一边照顾婆婆，一边
伺候母亲。每天买菜、做饭，轮流喂两个
老人吃饭，帮她们换洗衣物、擦洗身体，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下来，侯传勤

累得腰酸背痛。
如今，本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侯

传勤却仍在悉心照顾着两个更加年迈的
母亲。侯传勤说：“人都有老的时候，这
些都是做子女应该做的。虽然我年纪也
大了，还好没有啥大毛病，希望我的身体
能一直这样，不拖累人，也能好好地照顾
两个母亲。”

正是由于这种血的稀缺性，使他不
但要坚持义务献血，而且时常需要充当

“救火队员”，临时献出“救命血”。2006
年冬季的一天，他早上 8 点突然接到河
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紧急献血通知：
一位在河医大一附院就医的开封患者
急需 RH-A 型血，血库血源不足，患者
生命垂危。他二话没说，放下电话赶了
过去，毫不犹豫地献了 400 毫升血液。
由于劳累疲惫，他献完血后头晕眼花，

浑身无力，走路摇摇晃晃，患者家属感
动得泪流满面。

2010 年 1 月 26 日，天下着大雪，他
接到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通知：一
名遭严重车祸的伤者在 153 医院救治，
急需用血，生命垂危。他二话没说马上
检验献血。已经 50 多岁的他还没有吃
早饭，工作人员劝他：“吃点面包再献
吧，一会头该晕了。”他却说：“没关系，
现在就抽吧，伤者可等不起呀！”最终患

者平安获救。
类似这样紧急用血的情况时有发

生。1999 年以来，他连续无偿献血近
20 次，累计献血量已达 4000 多毫升。
在他 60 岁生日前夕，赶在“60 岁禁令”
前，他特意又赶到河南省血液中心，参
加最后一次献血。因为按照《献血法》
相关规定，60岁之后原则上不再允许献
血。在这看似残酷的规定面前，邢惠民
流露出些许无奈与深深不舍。

这种血十分稀有，汉族人群中的比例仅为千分之三左右

“熊猫血”的拥有者邢惠民献血17年
他带动成立全国唯一稀有血型协会——河南省稀有血型协会

邢惠民是位罕见“熊猫血”的
拥有者。
17 年间，他个人捐献全血
2600 毫升、机采血小板6个
治疗单位。
1955年11月出生的邢惠民，
是河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专
家决策委员会成员。他与无
偿献血事业结缘，源自他体内
流淌的RH阴性血液。这种
血十分稀有，在汉族人群中的
比例仅为千分之三左右，俗称
“熊猫血”。记者 王翠 文/图

全国唯一稀有血型协会——
河南省稀有血型协会成立

邢惠民不仅是一个无偿献血者，同时还
是一名优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在他无偿
献血的经历中，他时常面对伤病者及其亲属
对稀有血液渴盼的目光，这使他萌生了将稀
有血型拥有者组织起来，发挥群体优势，造
福病人的想法。由他发起并组建的河南省
稀有血型青年义工队，已累计献血达 160 余
万毫升。

为壮大稀有血型无偿献血队伍，在他的
积极倡导和不懈努力下，2013 年 11 月，全国
唯一的稀有血型协会——河南省稀有血型
协会正式成立，邢惠民被选举担任协会副理
事长、常务理事。

协会的成立增进了稀有血型献血者对
无偿献血事业的了解，无偿献血队伍不断壮
大，完全满足了省会地区患者对稀有血型血
液的需要，为此，他多次受到河南省、郑州市
有关单位的表彰和嘉奖。他在省人民会堂、
绿城广场、金博大等处组织服务无偿献血大
型公益活动20余次。

2014 年 6 月，他被省卫计委评为全省无
偿献血志愿者先进个人。作为河南省稀有
血型协会副理事长的他经常对会员说：“作
为志愿者，我一直都怀着感恩的心做着每一
件事，因为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更懂得如何
服务他人。”他表示，虽然他不能再参加献血
活动，但他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稀有血型
协会的发展，发挥余热，做好保障。

由于血液稀缺性，他成为献血“救火队员”

68岁侯传勤悉心照顾瘫痪婆婆二十五年如一日，感动邻里

“人都有老的时候，这些都是子女应该做的”

25年前，金水区荣盛花园居民侯传勤
的婆婆因脑中风得了偏瘫，常年卧
床；5年前，又因手脚不便不小心跌倒
造成胯骨骨折，之后再也无法行走。
如今，已经68岁的侯传勤不仅照顾
着婆婆，还同时照顾着自己患有心脏
病的母亲，对两名90多岁高龄的老
人无微不至、呵护有加的照顾，小区
里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们都知道：“我
们小区的侯大姐特别孝顺，但太忙
了，家里有个躺在床上的老人，她走
不开，没有时间经常和我们一起玩。”
记者 康迪 文/图

“这些年来
妈身上从来没有得过褥疮”

一位普通妇女能有这么好的口
碑，必定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近
日，记者来到侯传勤家，地方不大，但
收拾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96 岁的
老人宋秀真躺在里屋的病床上。床是
新买的医护床，旁边放着电暖气，洗脸
盆、接便器等生活用品。侯传勤说：

“婆婆年纪大了比较怕冷，以前小区不
供暖，冬天时电暖气经常开着。墙上
的暖气片是新装的，小区里一通知，我
们家就抢先装上了，明年应该就暖和
了！”为了让婆婆睡得舒服，侯传勤给
她垫了三四层褥子，又怕生褥疮，除
了经常擦洗身体、换洗被褥，侯传勤
还给老人买来药膏擦拭。侯传勤的
丈夫王明俊说：“这些年来，妈身上从
来没有得过褥疮。”谈话间，侯传勤冲
泡了一杯夏桑菊递给婆婆，杯子是带
吸管的儿童水壶，细心的侯传勤说：

“这样她就能自己抱着喝，还不会洒在
身上了。”

因为常年卧床，难免心情烦躁。每
每面对喜怒无常，时而又哭又闹，时而
甩碗扔碟的婆婆，侯传勤总是不愠不
火，赔着笑脸像哄孩子似的哄她开心。

25 年前，43 岁的侯传勤没有离开过
老家开封杞县，丈夫在外打工，家里的十
七八亩地全靠她一个人耕种，那时婆婆
宋秀真身体尚且康健，在家帮着操持家
务、照看孩子，一家人和和睦睦，平淡却
不失幸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71岁的婆婆突
然因脑中风得了偏瘫。侯传勤连忙将婆
婆送到镇上的医院，并日夜守护在病床
前，无微不至地照料。这时，侯传勤听说
一位老乡的母亲得了和婆婆一样的病，
恢复得很好，便又急忙前去打听对方都
用了哪些药，平时是怎么锻炼的。讲起
当年的事，侯传勤记忆犹新：“当时看别
人用的药好，就托对方也帮我们买几支

回来试试。送婆婆去医院时走得急，我
身上都没带多少钱。那位老乡真是个好
心人，进药的钱先帮我垫了！”对此，善良
朴实的侯传勤内心很感激，但又觉得欠
着别人的钱心有不安，于是连夜骑自行
车赶回乡下家中取钱，一大早又将钱交
到了老乡的手中。

侯传勤的丈夫王明俊说：“用了新药
后，妈的病确实有了很明显的好转。”多年
来，侯传勤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不善言辞的
王明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说：“妈生
病那几年我一直在登封工作，在那边一干
就是15年，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那也
是最难的几年，多亏有她。”侯传勤笑呵呵
地说：“他呀，心里有，就是不太会表达。”

68岁的她，照顾着两位90多岁的母亲

邢惠民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