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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拯救一个生命是我的幸运”
——我市第6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捐献

本报记者 李茹

我市各中小学校深入推进劳动教育——

在劳动中收获成长
文/图 本报记者 韦婧

7 月 15 日，在太原市的某医
院，经过近 4 个小时的采集，我
市青年张仪的 338 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跨越千山万水被火
速送出，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
病患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张
仪也成为我市第 60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张仪是一名充满爱心的青年，
长期以来，他热心公益，积极参与
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多年前，在一
次献血过程中，张仪了解到捐献造
血干细胞可以拯救血液病患者后，
他毅然决定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成为一名光荣的志
愿者。

不久前，张仪接到市红十字会
的通知，得知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能

拯救一个生命是我的幸运。”面对
询问，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表示
愿意捐献。他告诉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这一决定不仅是对自己
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他人生命的
重要援助。

之后，为确保捐献的顺利进
行，张仪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安排下，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和高分
辨采样。期间，他积极配合各项准
备工作，调整作息、锻炼身体，确保
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因为工作的
原因，本次捐献工作就近安排在太
原市进行。

捐献当日，在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的全程陪伴下，经过近4个小
时的采集，张仪成功捐献了338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些宝贵
的“生命火种”被迅速送往受捐者

所在医院，为一名正在与病魔抗争
的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这份跨越
千山万水的温情也温暖了许多人
的心。

“张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他的勇敢和无私不仅为受捐
者家庭送去了希望，还激励了更多
人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列
中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张
仪的善举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和真
诚的感谢。“张仪的行为是新时代
青年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典范，
也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青
年志愿者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行列中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
递爱与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
温暖和美好。”我市第 6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仪。

（图片由市红十字会提供）

学生们在劳动基地观察记录植物生长情况。

我们身边的我们身边的榜榜样样

走进校园农场，种下收获的希望；
烹饪一餐美食，与亲友一同分享；参加
实习实训，领悟工匠精神……近年来，
我市深化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把劳
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培养全过程，贯穿学
校、家庭、社会各方面，着力培养学生的
劳动技能和劳动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

实践体验中感悟劳动之美

“同学们，前不久我们在实践基地
种植了土豆，了解了土豆是一种常见的
茎块类植物。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种
菜花……”走进上党区荫城学校，五年
级五班的班主任郭彩云正在给学生们
讲解如何种植菜花，学生们全神贯注，
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出问题，课堂气
氛轻松活跃。

为了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荫
城学校创建了农耕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勤耕园。基地占地面积 13.7
亩，种植了各种果蔬30余种，并以班级
为单位划分了劳动实践活动区。每节
课前老师都要向学生介绍本节课的劳
动内容，让田间劳作为学生成长赋能，
使学生体会劳动的快乐，并懂得劳动
果实来之不易，从而养成勤俭节约的
好习惯。

“从春季学期开始，每个孩子都会
亲手播下种子。在老师的指导下，播
种、浇水、施肥，从事农事劳动。”郭彩云
说，在快乐的劳动课中，孩子们不仅掌
握了基本的劳动技能，也更加了解自然
规律，从而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学科融通中弘扬劳动精神

在平顺县苗庄小学“学农教育基
地”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认真观
察农作物的生长变化，测量株距行距，
计算周长面积，将数学学科中的计算运
用到实践中。通过数学生活化、科学实
践化的方式，促进课堂知识与生活实践
有效衔接。

学生们在劳动基地里观察、发现、
体验、思考，积累素材，写观察日记，随
时记录农作物的生长变化，将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学、所悟，生动形象地表达
出来。一只小昆虫的爬行，一颗种子的
生长，一朵小花的盛放……体验与收
获，都源于生动的劳动实践。

美丽的劳动基地也是孩子们美术
课的写生基地，蓝天白云、草地绿植、花
开满园、硕果累累……在孩子的画笔下
瞬间生动起来。大家观察动植物、种
子、土壤、果实等，并将其制作成标本，
将实践与科学课程巧妙融合。

到了采摘季，苗庄小学以班级为
单位组织学生对农作物进行采收，并
举办“农产品创意秀”等活动。综合实
践课上，学生们借用部分果实制作创
意手工作品，编结小挂件等，精致丰
富，创意无穷。

“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课程。”六年
级学生申一冉说，“在实际操作中，能体
会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更理解劳
动的价值与意义。”

在苗庄中心校副校长张爱萍看来，
劳动不应当只是体力的付出和消耗，更
在于内在价值观的生成和理性思维的

提升。各门学科都蕴藏着大量劳动教
育的素材，因而也都存在着开展劳动教
育的可能性，只有将劳动教育融入教学
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取得实效。

协同育人中增强教育实效

劳动教育在哪儿教？谁来教？长
效机制的构建，离不开切实的资源支
持和条件保障。利用职业院校实训实
习场所、设施设备为普通中小学提供
所需服务，便是丰富劳动实践场所的
举措之一。

2023年10月，长治六中组织学生
到社会劳动实践基地华北机电学校观
摩我省第十七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能够近距离观摩高规格的科技赛事，对
于学生们而言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大

家认真观看比赛，思考、学习比赛流程，
感受比赛氛围，在活动中感受劳动的无
限魅力。

赛后，学生们互相交流：“这次大赛

的整个赛场条件设施很好，能让选手充

分发挥自己的水平。”“选手们需要通过

大量训练、深度钻研，克服种种困难，才

能面临突发状况应对自如。”“想成为真

正的技术大师，要有一辈子坚持做一件

事的工匠精神。”

观摩活动营造出积极向上、崇尚科

学的浓厚氛围，在学生们心中播撒下热

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我市将进一

步推进劳动基地整合共享，夯实劳动教

育责任，不断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统

筹拓展校内校外劳动教育资源，建立家

校衔接的劳动育人机制，引导更多学生

在劳动中收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