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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邱云

11月20日上午，青岛西海岸新区红
十字会为即将奔赴济南捐献造血干细
胞、挽救一位血液病患者的王永春举
办欢送仪式。仪式上，王永春表示，没
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他最大的
愿望就是希望受捐者能顺利移植成
功。记者从新区红十字会获悉，王永
春是青岛市第87例（2019年第7例）、
西海岸新区第1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80后小伙勇救人，新区
人的光荣和骄傲

王永春，80后小伙，青岛西海岸
新区人，现从事个体汽车维修工作。
他于2004年7月，在无偿献血时留样
入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2008年，他曾与一名患者初配成
功并做过高分辨检测，但最终未能实
施捐献。“2019年9月，我接到红十字

会的电话，在得知再次与一名患者初
配成功时，我毫不犹豫同意捐献，并
得到了妻子和父母的支持”。他积极
配合红十字会，顺利完成了再动员、
高分辨和捐献前体检等流程。于11月
份接到了赴济南实施捐献的通知，挽
救患者。
欢送仪式现场，西海岸新区工委副

书记杨东亮表示，“全区先后有15人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他们是新区人民
的光荣和骄傲。2018年，新区出台《关
于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器官角膜捐
献者家庭实施慰问的办法》，并将造血
干细胞捐献纳入见义勇为行为认定、
表彰奖励范围，充分肯定和鼓励造血
干细胞捐献行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安全科
学，留样入库活动常年举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造血干
细胞捐献的采集方式是从外周血中采集
造血干细胞，不是传统观念中“采集骨
髓”，是一种安全、科学的方法，无损志愿
捐献者的个人健康，对广大女性备孕产
子没有负面影响。截至2019年10月31
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库容
达2719940人份，捐献造血干细胞例数
达9077例，患者申请查询达83149人。目
前，青岛市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达
3 .06万人，成功实施捐献86例。
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留样入库活

动常年举办，在全市各献血点都可以很
方便地入库。欢迎年龄在18至45周岁、
身体健康的市民到就近献血点，在充
分了解相关捐献知识，并征得亲属同
意之后，填写入库申请表正反两页，并
留存8～ 10毫升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给更多患者和
家庭带去新生的希望。

□半岛记者 陈修华 陈文堂

西海岸新区有一位名叫丁逊兰的
老人，今年75岁了，仍活跃于乡村文化
振兴事业。她是土生土长的黄岛大场
人，年轻时远嫁到外地，1995年51岁的
她最终难舍故土乡情，重返故乡，开始
追寻乡村文化传承梦想。近日，记者有
幸采访到刚刚从大场镇义演回来的飞
宇小剧团团长丁逊兰老人。

名门望族 勤耕勤学

初见丁逊兰，如沐春风，75岁高龄
的她身体矍铄，思维敏捷清晰。谈及自
己家乡，道起自己祖先，老人一脸自豪。
她介绍说，自己家乡有一条美丽的河
流——— 白马河，河西曾经有一座宋朝古
庙，这个村因此得名“大庄寺村”。明末清
初时，丁氏家族迁居这里。丁氏七世丁惟
宁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其子丁耀亢是
一代文学巨匠，著有《续金瓶梅》前后集，
丁氏父子均是青州的文化名人。后来大
庄寺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自然村，1944
年丁逊兰就出生于东大庄寺村。
名门望族之后，血液里流淌着特有

的精神气质。“1959年我高小毕业，后来
考入农中。母亲1960年过世，母亲临终
一直嘱咐我，无论多苦多难都要继续上

学。60年代末，那个时候大家都挨饿，农
中暂停了办学，我才退学到生产队里干
活。”在生产队里劳动，丁逊兰接触到各
种红色小说《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
《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书里的
人物，激励着她在困难的日子里始终坚
持奋斗乐观的生活态度。

热爱文艺 情满故乡

年轻时候，丁逊兰就非常喜欢文
艺，经常参加生产队组织的各种文艺宣
传，是队里文艺骨干。1977年，婚姻原因
丁逊兰把户口落到了兰州，先是在街道
卫生室工作，后来到了兰州歌剧院知识

青年服务队，在商店里工作。她胆子大，
有闯劲，年轻时甚至经过商，当过采购
员，足迹到了温州、杭州、惠州、福建，成
了那个年代的第一批“万元户”。
年岁增长，思乡心切。1995年丁逊兰

放弃了生意，回到了家乡，一心一意地去做
她最喜欢的事情。和弟弟买了锣鼓，组织了
秧歌队，后来到了胶南，组织了演出队。丁
逊兰老伴也是一名单位退休的文艺骨干，
会拉二胡，懂音乐。夫妇二人组织了“飞宇
小剧团”，她自任团长，到处组织公益演出。
在家乡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

幸福的。丁逊兰组织的演出队，足迹遍
布西海岸的各个街道乡镇。每年平均有
二十几场演出，她们队伍中年龄最大80
多岁，最小也有50多岁。外出演出，从不

不计报酬，风雨无阻。

乡村文化 不忘传承

来到丁逊兰老人家，一本装订朴实清
新的图书《乡村记忆》让记者感动不已。语
言朴实无华，叙事泥土气息弥漫，把人们带
到了那片美丽乡野。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丁
氏家族、家乡历史文化和自己的经历过往，
深情表达了对家乡故土的热爱。书中载有
丁逊兰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理想。她从兰州
回到家乡后，记忆中大片梨园被砍伐了，村
里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到城
里打工去了。现在的乡村文化匮乏，文化保
护意识淡薄，祖辈留下的好东西渐渐消亡。
丁逊兰告诉记者，正当自己忧心之

际，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实施乡
村文化振兴战略。丁逊兰很激动，她在村里
利用自己的老房子办起了乡村记忆陈列
馆，现有藏品上百件，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的老物件。依托于乡村记忆陈列馆，还组织
乡亲们打造民俗文化街，推动特色乡村旅
游。丁逊兰说：“只要今后身体允许，我
还想组织我们丁氏后人们，依靠政府，
把我们的村庄建设成全国最美乡村！”

开栏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关于乡村的记忆是否依然萦绕在你的脑海里？那乡村的小路，那房前
的池塘，屋后的小河，那村口的老井，村头的石磨，那广袤的水库还有那些乡间古老的传统、悠久的文化……
是否会在你的梦里出现。乡村是梦中温馨的家园，关于乡村的记忆则是一首诗，离开得愈久眷恋得愈多。即日
起，读者有关于“乡村记忆”的稿件可以投稿2558029447@qq.com，本报将根据来稿择优给予刊登；或者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86993900，提供相关乡村记忆线索，本报记者将会根据情况进行深入采访。

新区第16例！80后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王永春即将奔赴济南挽救血液病患者

[ 乡村记忆 ]

追寻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 75岁老人丁逊兰的“乡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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