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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双红）“今天是个特别
的日子，十几万分之一的概率选中了我
……”9 月 8 日上午，历时 4 个多小时，我
市 80 后暖男马乐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成功捐献 266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成为我市第 1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全
省第 247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捐
献后，他发在朋友圈的这段话，引来无数
点赞。

8 日 16 时许，记者第一时间电话采访
了还在太原的马乐。“从成为中华骨髓库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那天起，我就非
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非常开心，做了这
么有意义的一件事。”从马乐的开场白中，
记 者 感 受 到 了 他 发 自 内 心 的 欣 慰 与 快
乐。出生于 1982 年的马乐是浑源农商银
行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家人和单位同事的
眼里，马乐就是一个整天乐呵呵、有爱心
的暖男。

2009 年 ，马 乐 开 始 参 加 无 偿 献 血 ，
到现在献血总量已达 5200 毫升，曾荣获
全 国 无 偿 献 血 奉 献 奖（铜 奖）。“ 这 么 多
年的献血，让我感觉到无偿献血就是一
件 对 自 己 和 他 人 都 特 别 有 意 义 的 事 。
最近几年，我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能
够 拯 救 他 人 生 命 后 ，在 2020 年 4 月 11
日，我志愿报名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

马乐说，今年 7 月 5 日，他接到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一名血液病患
者与自己初次配型相合，这让他十分激
动。他知道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只有万
分之一，甚至十几万分之一。能够配型成
功，挽救他人生命，这既是荣誉，更是荣幸。

7 月下旬，马乐通过了血样的高分辨
检测及体检。9 月 3 日，他前往山西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为捐献做准备。9 月 8 日 8
时 30 分，造血干细胞开始采集，持续了 4
个多小时，马乐圆满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
捐献。

马乐说，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时候，与
平时献血感觉差不多，就是时间长了一
点，身体也没有不适。“这次捐献造血干细
胞，我的妻子还特意请假陪我一起来太
原，单位也特别支持我，这些都给了我满
满的动力！”

马乐说，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还有
一件让他特别感动的事儿。捐献完之后，
工作人员将受捐者写的一份感谢信交给
了他。从中他才得知受捐者是一位 23 岁
的急性白血病患者，是去年 7 月确诊的。

随着病情的加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再
加之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这位患者曾
多次打算放弃治疗。马乐希望通过自己
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群体，用爱心重燃血液病患者的生
命之光！

自 2006 年市红十字会成立大同市造
血干细胞工作站以来，我市已有 9867 人
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80后马乐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血液病患者生命“续航”
本报讯（记者 杨昱郁）8 日，我市在平

城区清远街道启动“山西慈善宣传周”系列
活动。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小草社工
服务中心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有奖知识竞
答、入户慰问等方式，把温暖送到需要的群
众身边，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浓
厚氛围。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社工带着米、面、
月饼、牛奶、保暖坎肩等物品，分别来到 92
岁的施秀芳、77 岁的高培祥等 10 位高龄老
人家里。看到“老朋友”来访，老人们满心
欢喜，连声道谢。“真是暖到我心坎儿里去
了！”高培祥现场拆开包装，穿上新坎肩高
兴地说。

此 外 ，工 作 人 员 和 社 工 还 慰 问 了 10
名事实孤儿。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说，9
月 5 日 是 我 国 第 七 个“ 中 华 慈 善 日 ”，本
周 也 是 山 西 慈 善 宣 传 周 ，希 望 更 多 市 民
加入志愿服务队、公益组织，将爱心播撒
在 城 市 乡 村 ，让 慈 善 的 种 子 绽 放 出 善 美
之花。

慈善宣传周
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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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露）为大力实施“八
五”普法，不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加快建
设法治灵丘、平安灵丘，近日，灵丘县举行

“普法公交进乡村”活动启动仪式，由此，
“普法公交”正式开通运营。

据介绍，灵丘县司法局联合县交通运
输等部门推出的“普法公交进乡村”活动，
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县决策部署、推进

“八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让普法走进群
众生活的有益探索和有力举措。首批运营
的“普法先锋号”公交车共 14 条线路，基本
覆盖全县大部分农村。

“普法公交进乡村”活动主要利用公
交车覆盖面广、活动性强的优势，通过车
厢图文、车载电视、拉手广告、座椅座套、
司 乘 人 员“ 五 类 宣 传 载 体 ”，打 造 流 动 宣
传、法律学习、为民服务“三大平台”，让
群 众 在 乘 车 的 过 程 中 学 习 法 律 知 识 ，让
法 律 知 识 与 法 律 服 务 抬 头 看 得 见 、用 时
找得着，努力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

灵丘县“普法公交”
开通了

本报讯（记者 刘剑）5 日，平城公安分
局新建北路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名走失女子
回家与亲人团聚。

5日凌晨，新建北路派出所接分局指令
称，有一女子因找不到家坐在丽华酒店一
直不走。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经了解，该女子前一天下午来了这里，一直
坐在店内不肯走。民警上前询问时，该女
子却不予应答，多次尝试后，仍沉默不语。
见状，民警便分两组展开工作，一组回单位
查询该女子的行动轨迹，另一组继续尝试
与该女子交流。经查询，民警发现 8 月 31
日有人员走失警情，随即联系到报警男子，
经查实报警男子正是这名女子的父亲。

当 时 正 值 凌 晨 ，民 警 考 虑 到 交 通 不
便 ，向 女 子 的 父 亲 问 清 家 庭 住 址 后 便 开
车 将 该 女 子 送 回 ，并 提 醒 该 女 子 父 亲 要
监 管 好 她 ，防 止 发 生 意 外 情 况 。 看 到 失
联 多 日 的 女 儿 ，该 男 子 对 民 警 给 予 的 帮
助表示万分感谢。

女子离家不归
民警寻亲送回

协调共享单车停放点 解决小区居民出行难

为灵丘这家物管站点赞

本报讯（记者 刘剑）走进课堂对于
多数孩子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对于一些特殊孩子来说，却是一个遥
不可及的梦想。自从云冈区特教学校开
展“送教上门”服务以来，对一些特殊孩
童们来说，即使进不去课堂，也能够获得
老师的授课。

“爸爸、爸爸，赶快开门，肯定是我老
师来了。”8 日上午，云冈区残疾儿童涵涵

（化名）听到敲门声后，高兴地叫爸爸赶
快去开门。看到老师进来，涵涵十分高
兴 ，大 声 喊 道“ 老 师 好 ！”。“ 你 们 快 进 来
吧，知道你们今天来家里上课，孩子可高
兴了，昨天晚上就叮嘱我把地擦了，把桌
子也收拾了。”进家后，云冈区特教学校

老师便坐到患有多重残疾的涵涵身边开
始上课。“这是小朋友们在学校一起做游
戏，你看里边都有什么颜色啊。慢慢来，
不要急，你可以的。”上课期间，老师在教
涵涵学知识的同时，也锻炼她的运动协
调能力并不断鼓励她，一节课在不知不
觉中就结束了。

为保障全区中重度残疾、多重残疾等
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积极探索残疾儿
童居家教育工作经验，本着“让每一位残
疾孩子都能健康成长”的理念，实现残疾
儿童少年教育“全覆盖、零拒绝”，云冈区
特殊教育学校为纳入该校学籍范围内、无
法到学校接受教育、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
6-16 周岁中重度残疾儿童提供以“生活

自理技巧训练为主，肢体机能训练建议以
及教育为辅”的康教服务。送教上门服务
中，学校侧重残疾儿童身体、心理康复和
残疾儿童少年的潜能开发，提高其感知认
知能力、语言能力、运动协调能力、生活自
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采访中，学校负责人表示，今年特教
学校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下搬到了新校
区，在校生的学习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
改善，同时学校新增了心理咨询室、情景
互动室和运动与保健室以及相应的教具
设备。“送教上门”是学校与家庭共同教育
好重度残疾孩子的一道桥梁，在给学生送
去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将党和政府对残
疾人的关怀和温暖传递过去。

云冈区特教学校康教服务送上门

不能让他们被残疾挡在知识的门外

本报讯（记者 龙中华）“我们小区位
置偏僻，距离县城中心有 1.5 公里，而且附
近没有开通公交车等，居民们出行非常不
便。所幸，物管站积极协调，让我们这一
带有了共享单车，让我们的出行方便了不
少。虽然事儿不大，但这让业主们都特别
感动。”8 日，灵丘县唐河花园居民张女士
致电本报说。

据张女士讲，她家所在的唐河花园小
区属于新建小区，位于唐河南边，是新开

发地段。小区距县城中心大约 1.5 公里，
中间还隔着一条唐河。由于唐河花园小
区位置较偏，附近没有通往县城中心的公
交车，居民们出行很不方便，遇到急事，打
的也很难打到。

唐河花园物管站了解到此事后，本着
服务业主的态度，物管站负责人积极联系
了共享单车在灵丘县的营运商，并经过多
次沟通，最终对方同意在唐河花园小区附
近设置共享单车停放点。这样一来，小区

居民就可以骑共享单车出行了。虽然事儿
小，但也体现了物管站想业主所想的服务
意识和理念，也解决了业主们出行难的问
题，让广大业主们特别开心、感动。因此，张
女士特意联系本报，想对物管站表示感谢。

唐河花园物管站段姓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物管站就是为广大业主
服务的，即便不在物业服务范围，只要能
够办到，他们就会想办法，尽全力为大家
服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