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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推动无偿献血

“30年来，青岛市中心血站一直以守护群众
生命健康为己任，打造捐献热血、救助生命的健
康平台，互助奉献、传递真情的爱心平台，弘扬
正气、促进和谐的文明平台，推动无偿献血成为
岛城新时尚。”青岛市中心血站党委书记、站长
逄淑涛介绍，青岛持续推进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社会参与、服务专业的无偿献血长效机制，
每年开展“无偿献血推动月”活动，今年更是出
台“用血费用报销政策升级”“四免政策”“献血
无证化”等诸多政策，满足全市高居不下的临床
用血需求。

去年，全市 10 个固定献血屋升级为红十字
博爱家园和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屋内配备
AED 设备及便民物品，为周边市民及户外劳动
者提供公益服务。此外，青岛市中心血站积极
推动“献血无证化”进程，市民通过“爱山东政务
服务”小程序申领电子身份证，扫码即可登记献
血信息，节约了献血时间，提升了献血效率。

自2020年4月1日起，青岛市实施无偿献血
“三免政策”，在本市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
身荣誉奖的献血者和志愿者本人，可通过办理

“无偿献血荣誉卡”，免费游览全市 24个旅游风
景区、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免费乘坐
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等。今年，我市又增加了免
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普通挂号费）的政
策，将“三免”政策升级为“四免”政策，目前已经
惠及全市27000余名爱心市民。

针对用血者，青岛市中心血站依托微信公
众平台，2018年在全国率先推出线上报销办理，
献血者及亲属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办理血费报
销，真正实现“零跑腿”。积极推进血费直报工
作，在全市22家医疗机构安装血费报销系统，与
市中心血站联网，开展血费直报业务。今年对
血费报销政策进行再升级，取消亲属关系证明，
进一步明确还血受益群体。截至今年7月，青岛
市共为 2100 人次办理血费报销，报销金额达
232.5万元，其中医院直报和网上报销达1770人
次，占比84.3%。

此外，青岛市还先后打造“热血红嫂”“热血
多米诺”“美丽乡村爱心献血驿站”“热血税官”

“青春热血燃”“应急献血公益联盟”等服务品
牌，推广健康献血理念，让越来越多的人追随效
仿，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

青岛创造多个“第一”

1998 年 9 月 1 日，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临
床用血 100%来自公民无偿献血，并开始倡导无偿
机采成分血。2007年 1月 1日，青岛市撤销各区市
基层血站，建立了以青岛市中心血站为中心、6个区
市采血点为辐射的全市采供血布局。到目前，已发
展为依托 24 座爱心献血屋和 10 辆爱心献血车，打
造以市中心血站为中心、辐射七区三市的“半小时
爱心献血圈”。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青
岛市中心血站一直致力于完善血液应急保障机制，
建立应急献血队伍，包括卫生健康系统万人流动血
库、企事业单位应急献血联盟、高校应急献血联盟、
血小板应急献血者队伍、“熊猫侠”应急献血者队伍
等近 3万人。“今年 6月，我们联合市急救中心建立
院前急救血库前移联合保障机制，实战演练直升机
紧急送血，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海上急救、岛屿急救
等远距离及陆路无法到达的应急用血提供切实可
行的途径。”逄淑涛告诉记者。

近年来，青岛市中心血站通过大力开展无偿献
血“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事业单位、进农村、进校
园、进写字楼”的六进战略，献血人群逐年扩大，年
献血人次从最初的不足万人次增长到 14 万人次。
青岛市中心血站以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为己任，以为
临床提供安全血液为使命，坚持质量第一，追求持
续发展，临床输血保持零感染记录，血液质量指标
全国领先。青岛市还创造了多个全省、全国第一，
比如，在全国率先设立公务员献血日；在全国率先
实行“先用血后献血”报销政策；创立全国首个智慧
城市血液网；建立全国首个无偿献血 96606客服平
台；打造国内第一个副省级城市造血干细胞组织配
型实验室；建设全省首个智慧型无偿献血健康科普
基地；打造长江以北首个无偿献血主题公园……

每一袋血液都来之不易。早在 2002 年 12 月，
我市就实现了全市血液集中检测。2016年9月，市
中心血站成为全国第三家通过ISO15189医学实验
室认可现场评审的血站，连续7年通过复审，血液检
测技术能力实现国际认可。

让每一袋血液从采集开始就拥有自己的“身份
证”，血型、温度、位置均可读取。2019年，依托物联
网手段，市中心血站在全国率先打造首个智慧城市
血液网，2021年实现从采血端到用血端的全流程血
液信息监测和可追溯，进一步保障临床用血安全。

“通过智慧化系统，我们可以实时关注到全市各医
院储存的血液量，紧急情况下可实现就近调配。”逄
淑涛说。

公历12月22日，农历冬月初十，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 22 个节气——冬至，在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
法，是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在这一天，产妇
小萍不经意间真正经历了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时刻。

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题目
是“意外！意外？意料之中！”经过学习消化这一典型事
迹，笔者认为，小萍产后大出血是意外，大家的帮助是他们
夫妇的意外，却是我们这座城市意料之中的事。来到了青
岛，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亲情。

在反复研读这份典型材料的时候，笔者自始至终被两
个字感染着，这两个字就是“温暖”。笔者亲身经历了这几
天青岛的气温变化，在小萍生产的这一天，恰逢冬至，青岛
的气温低至零下9摄氏度，经过医疗团队、献血志愿者等社
会各界的帮助，小萍不但顺利生产，也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母子平安。

冬至阳生春又来。
这个“春”，曾在这个温暖的故事中的各个环节反复上

演。一是制定了最佳方案，医生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做
好、做细预防措施；二是当预想到但不可避免的事情真正
来临时，又把事情尽责到了极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充足
的准备，才把小萍母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三是当血库
告急时，爱心人士的献血库容绵绵延延而不绝。

这个春意，就这样地在医患间萌生了。
“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

这个“天心”一直没有更改。
“时光流转寻常事，世故惊心感慨多。”哪怕是这么的

惊心动魄，但拯救人于危难的事情还是感慨良多。
“霜剪草茸寒欲断，日烘梅粉暖全开。”面对寒冷欲裂

的冬天，太阳一出，即温暖大地。
……
这些都是在深冬时节咏春盼春的诗句。之于现实，之

于小萍母子，更是在隆冬时节，病房窗外那一抹绿意盎然
的红梅、绿柳，或者是片片飞雪！

产后出血，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正是这个
意料之中，小萍夫妇选择了来青求医；正是这个意料之外，
让小萍夫妇感受到了选择青岛的正确性。最为重要的是，
小萍夫妇没有想到，青岛的 AB 型血会这么“充足”。这是
这座城市的爱心接力。

其实，在青岛这座城市里，爱心从未间断，微尘、红飘带、催
泪红包、小九月……这些看似都是意外，其实都是意料之中的
事！

“梅蕊惟愁雪烂熳，柳条又是春相将。”冬至过后，白昼
一天比一天长……

青岛30年“热血”印记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无偿献血超255万人次 连续13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无偿献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
稳定，是生命对生命的接力，是生命对生命的
尊重。1993年 8月 28日，青岛市中心血站正
式成立，30年来，众多爱心市民一次次撸袖献
血，构建起守护生命的“热血长城”。截至目
前，青岛市累计无偿献血超过255万人次，捐
献全血771吨、血小板26万个治疗量，连续13
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殊荣，书写了

“大爱青岛”的超长篇章。

冬至阳生春又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 毕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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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市民参与无偿献血。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