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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学娃娃就生病？开学防护秘籍请查收

孩子凝血功能异常
血库告急求助社会

这个家庭不是第一次被厄运击中。5
年前，贺梽烜父亲突发急性脑膜炎去世，
掏空家底也没能挽救回来。从此，母子两
人相依为命，孩子并没有因为失去父亲就
一蹶不振，反而更加懂事听话、体谅母亲。

屋漏偏逢连夜雨，孩子进入重症监护
室后，更令人纠心的是，孩子的凝血功能
异常，口腔和鼻子开始出血，最多一次出
血2000多毫升，每天需要靠源源不断地
输血维持生命，而血库告急，每天还有那
么多有输血需求的患者，医院的血不能全
供给一人。

儿童医院的医生告诉唐小花，无偿献
血有优先用血权益，只要献血，这些血就
能用在孩子身上。2月8日，唐小花到渝
中区长江支路 2号“三献”爱心屋献血
400毫升，但这些远远不够。

怎么办？为了救人，唐小花只能向社
会求助。

2月9日下午16点51分，唐小花在
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求助信息，内容
是：各位亲戚朋友们，因血库紧张，我儿子
需要输血，还需要大量人献血……献血必
需填写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礼嘉
分院，重症监护室，31床，贺梽烜，谢谢各
位……唐小花还在求助信息后面留了联
系电话。

乡亲工友陌生市民
自发组团前来献血

消息一发，立即在梁平和垫江引起热
烈反映，一场无声的救援就此展开。和在
重症监护室外伤心沉默的唐小花不同的
是，梁平区回龙镇、七桥镇、垫江县沙坪镇
上，一群乡亲之间的紧急集合救援悄然行
动起来。

贺梽烜的姑姑家住在梁平区七桥镇，
听到孩子急需献血后，姑姑身边的亲朋好
友，自发组团到重庆中心城区献血。

唐小花在垫江县沙坪镇一家伞厂打
工，工友们看到唐小花的求助信息后，同
样到中心城区献血。

孩子的舅舅唐富平告诉记者，得知孩
子急需献血后，他紧急联系身边的朋友。

“我给他们打电话，说孩子生病，住在儿童
医院重症病房，急需献血救人，这些人都
不认识孩子，但是大家听到孩子病危，没
有拒绝，欣然同意。”

他们之中有孩子的亲人，有邻居，也
有与孩子毫不相干的热心人，还有农贸市
场开饭店的老板、回龙包子铺的大哥、地
下超市的老板、回龙宏胜伞厂的老板儿子
等，他们结伴组团而行，都为了共同的目
的：救人。

2月10日，第一批22人组团乘坐5

辆汽车，一早赶到中心城区献血。
2月11日，第二批14人又组团乘坐

两辆大巴车到中心城区献血。
“这些人中，我好多都不认识，他们默

默献血后就回梁平或垫江了，我都没有当
面给他们说一句感谢。”她说，连续两天
36人到中心城区献血，其中有16人血液
不合格，20人献血成功。

最让她感动的是，第一批人到中心城
区来献血，他们早上7点多钟出发，到了
爱心屋，还没有到10点。当天，爱心屋是
10点开门，大家站在寒风中，自觉排队等
着献血。“当天他们早饭都没有吃，献血后
都是11点多钟，才吃了早饭，又坐车回
去，真的很感动。”

热心人献血9200毫升
让病危少年转危为安

梁平区几十位乡亲组团分批到中心
城区献血救人的事迹，感动了梁平当地很
多人。2月11日，梁平万事通公众号以
《梁平15岁少年患流感命危 回龙镇几
十位乡亲组团分批赴中心城区医院献血
救人》为题，介绍了救人情况，一些好心人

将这条消息转发到了小红书上，随即一些
素不相识的人，也主动加入到献血队伍
中，江北区45岁的段莉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联系到段莉。她向记者透露，她
今年45岁，育有一个13岁的孩子，目前
正读初二。在浏览小红书时看到这条消
息，她立即决定“我要去献血救人”。

“作为一位母亲，目睹此类事件，内
心深感痛楚，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一位
母亲的无助与艰辛。”她表示，在2月11
日清晨，她便急忙前往渝中区长江支路
2号的“三献”爱心屋参与献血。她说：

“我在献血前检查时，发现血液不合格，
我想可能是晚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很痛
心，没有休息好，医生建议我休息两天
再去献血。”

段莉回到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休
息了两天。2月13日上午，她再次来到爱
心屋献血，这次血液检查合格，段莉献了
200毫升血。

“2月13日上午11点多，我突然收到
她给我的短信，短信很简短，只有一句话

‘我献好血了，需要传什么给你呢’。”唐小
花说，她当时很吃惊，其他人都会先加她
微信，问清楚情况后才去献血，而这位好

心人，直接献血后才说，那一刻，她的泪水
忍不住流了下来。

让唐小花感动的好心人还有黄靖岚，
她是一名90后母亲。

黄靖岚告诉记者，她家住梁平区仁贤
镇，她从梁平万事通公众号看到贺梽烜的
事后，于2月16日一早，从梁平家里乘坐
汽车赶到中心城区献血。“我老公是开货
车的，当天我坐他的货车来到汽博后，乘
坐出租车来到爱心屋献血200毫升。”

黄靖岚是一名献血爱心人士。“到今
年，我已经献血2800毫升，我希望我的血
能治疗更多需要血的人。”

截至2月18日，唐小花已收到了来
自 29 位爱心人士共计 9200 毫升的血
液。在她的手机中，珍藏着每一张献血证
的记录。“我必须妥善保存这些献血证，因
为没有它们，我的孩子可能已经遭遇不
测。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能够亲自向他
们表达最深的感激之情。”唐小花表示，对
于那些前来献血但因血液检查未通过的
乡亲和好心人，她同样心存感激。

据了解，这次献血，大概有50人。

爱心传递一直在持续
未能献血的捐款支持

如果说献血是挽救生命的一种方式，
那么无私的爱心帮助同样具有救人于水
火的力量。自从贺梽烜入住儿童医院的
重症监护病房以来，医疗费用已累积达到
24.32万元，唐小花已欠下医院14万多元
的债务。

“很多好心人因为不能来献血，他们就
加我微信，给我捐款：50、100、200、
300……”她说，这些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
们在微信上转钱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记者在唐小花的微信上看到，一名网
友叫“桉”的，在微信上给唐小花转了200
元钱，他在微信上说：“都是梁平人，一点
绵薄之力，别嫌弃。”

记者联系上“桉”，他说他姓石，在外
地打工，看到孩子的病情后，不能献血，只
能给孩子转一点钱，“我也是打工的，工资
不高，只转了200元钱。”他说，希望能帮
到孩子，不需要被关注。

这样素不相识给唐小花转钱的人还
有很多，唐小花前前后后收到了4000多
元捐款。

唐小花说，后续的治疗到底花好多钱
还不知道，但她知道，重庆是这座爱心城
市，有很多的好心人，他们一直在坚持做
公益、救助他人。

目前，还有还有人给贺梽烜献血和捐
款，如果你也想帮助这一家人，可以联系
唐小花，她的手机是：15870407386。本
报也将对此事持续关注。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摄影报道

（上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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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新
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本周，重庆市中小学
已经开学，同时各医院儿
科门诊、儿科急诊，也迎来
了就诊小高峰，因为有的
娃一开学就容易生病，“归
笼”暂时失败不说，也会让
家长担忧不已。

孩子们为什么开学初
期容易生病？记者对此采
访了西南医院儿科主治医
师李慧繁。

开学后娃生病原因

1.交叉感染
流感是春季流行病，校园又是各种病

原体特别容易潜伏的场所之一，学校人员
相对密集，孩子之间容易通过空气、接触
等途径感染各种病原体。加上孩子免疫
力较弱，易受病原体侵袭。

2.温差较大
现在处于冬春交替时节，清晨和午间

温差较大，加之孩子运动后容易出汗，这
是开学后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原因。

3.尘螨增多
学校属于公共场所，学生活动扬起

的灰尘以及清洁频率、通风不良都可能
增加活动场所尘
螨的数量，尘螨增
多容易引起孩子
流涕、鼻塞、咳嗽
等表现。

4.卫生习惯
尚未养成

孩 子 良 好 卫
生习惯尚未养成，

多数孩子不爱洗手，更不知道洗手的正确
步骤，经常没有洗手就摸嘴巴、摸鼻子、揉
眼睛。开学后作息调整，孩子睡眠不足或
饮食不规律，也会影响免疫力。

5.心理压力导致
开学后与父母分开进入新的环境，或

者需要重新适应学校生活，以及学习方面
的压力，孩子容易出现紧张、焦虑，甚至恐
惧等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可能引起孩子身
体上的不适。

孩子开学防护秘籍

作为家长，如何在开学时守护好孩
子的身体健康，尽可能避免一开学就生
病的情况发生？李慧繁给出了一份“防
护秘籍”。

第一，增强孩子的免疫力。多吃富含
维生素的食物如蔬菜、水果等，做到营养
均衡；每天进行适量户外活动，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

第二，避免受凉。出门前注意查看
温度，给孩子穿着合适的衣服，提醒孩
子运动前后注意增减衣服。

第三，减少尘螨聚集。学校活动场所
应定期开窗通风，定期清洗窗帘，硬质地

板用湿拖把清洁，避免灰尘扬起。
第四，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教导孩子勤洗手，尤其在饭前、便后
及接触公共物品后，避免用手触摸口鼻
眼；教导孩子不要对着别人的碗说话、咳
嗽、打喷嚏，不随地吐痰；叮嘱孩子不要
去学校外面的小商小贩处就餐。

第五，规律作息。帮助孩子合理安排
学习和休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确保孩
子有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

第六，关注心理。多关注孩子的情绪
变化，与学校老师保持沟通，在发现异常
的初期，引起足够的重视，尽快帮助孩子
走出负面情绪，必要时可寻求临床心理医
师的帮助。

第七，接种疫苗。带孩子按时接种疫
苗，预防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

第八，及时就医。当孩子出现发热、
咳嗽、呕吐、腹痛、腹泻、头痛、精神萎靡等
异常时，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

“通过增强免疫力、避免受凉、减少尘
螨聚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规律作息、接
种疫苗等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开学后
生病的风险。家长和学校应共同关注孩
子的健康，帮助孩子顺利适应新学期的生
活。”李慧繁总结道。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梁平的乡亲们在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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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的江北爱心人士段女士

一位梁平乡亲的献血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