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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陆向荣 杨顺丽

用生命的火种，点亮希望之光。
巍山一中“90 后”女教师李婷莲，从
2015年 11月加入中华骨髓库捐献志愿
者行列的那一刻起，就盼望着捐献的
时刻早日到来。如今，她终于等来了
这个机会。

5月 23日上午 8时 42分，在昆明医
院的病房里，鲜红的血液从李婷莲手臂
里缓缓流出，经过血液细胞分离机后，
一点点地分离出造血干细胞……经过
前期一系列初筛、高分辨、全面体检等
过程，李婷莲在当天成功捐献了 252毫
升造血干细胞，为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
血液病患者带去“生命的火种”。

“以前，从网络上看过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治白血病患者的报道。那些患
白血病的小朋友特别可怜，他们的父
母都特别着急。”现年 28岁的李婷莲是
巍山县青华乡民胜村委会西达己村
人，早在 2015 年 11 月还在保山学院读
大一时，在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中，满
含热情的她得知能有机会帮助别人，
就和几名同学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留
下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

如今，近十年时间一晃而过，李婷莲
已成长为巍山一中的一名地理教师。
她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中踏实肯干、乐
于助人，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深受
同事和领导好评，多次获得州、县教育
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4月7日，李婷莲
接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和巍山县红十字会的电
话，告知她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初
配成功，询问她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
细胞，她没有片刻犹豫就表示完全同
意捐献，并于 4月 9日进行了高分辨血
样采集。

4月 25日，按照造血干细胞捐献流
程和要求，李婷莲进行了严格的体检。
为了配合捐献，她根据工作人员的提示
开始锻炼身体，以保持身体的最佳状
态，避免感冒生病，确保了高分辨配型、
健康体检等环节的顺利进行。“希望优
质健康的造血干细胞，为远方的患者带
去生的希望。”李婷莲说。

就要实现救人的心愿了，李婷莲高
兴地把这事告诉父母。只有小学文凭
的父母当了半辈子农民，不知道造血干
细胞捐献到底有啥用，刚开始还有些担
心会影响女儿的身体，但经过李婷莲的
耐心解释后，父母也同意了。5 月 18
日，李婷莲在母亲的陪伴下从巍山启程

抵达昆明，从5月19日起每天注射动员
剂，促进造血干细胞大量生长释放到外
周血中，为捐献做好准备。

5月 23日上午 8时 42分，在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工
作人员、云南“三献”志愿服务总队多名
志愿者和医护人员的照护下，李婷莲
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了云南省
第463例、大理州第51例、巍山第5例造
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此前，巍山
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孙昀、某保险公司
员 工朱志鑫、南诏镇山头厂村村民
何云荣、青华乡中窑村村民叶剑伟从
2021年7月至今年2月先后成功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

笔者从巍山县红十字会了解到，近
年来，巍山县积极组织开展造血干细胞
血样采集活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
响应，目前，全县已累计有447名志愿者
加入中华骨髓库。白血病并不是最可
怕的，也不是不治之症，只要配型成功，
都可以存活，所以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
士加入志愿者行列，以行动给予更多患
者希望。

践行诺言，爱心接续前行。因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双盲原则，李婷莲不知
道受捐对象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只知
道对方是一名 2 岁多男童，患有血液

病。她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
的捐献，能帮助孩子能够尽快好起来，
让他健健康康成长。

“从 2015年 11月至 2025年 5月，近
十年的等待让我等来了这十万分之一
的缘分，从此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与我
血脉相连的小朋友。”5月23日下午2时
48分，捐献完造血干细胞后的李婷莲在
微信朋友圈里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相关链接＞＞＞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恶性血液

病、骨髓功能衰竭、部分遗传性疾病等
近百种致死性疾病较为有效和理想的
方法。

造血干细胞是从外周血中采集，类
似于采集成分血。唯一不同的是造血
干细胞采集之前，需要通过注射动员
剂，将原本“驻扎”在骨髓中的干细胞调
动到外周血液循环中。采集时从捐献
者手臂静脉处采血，通过血细胞分离机
获取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造血干细胞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失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可刺激骨髓
加速造血，捐献后1—2周后，血液中各
种成分即可恢复至原有水平，生理上无
损健康。

□ 通讯员 李保彤

近日，在 2025年伦敦工艺周期间，鹤庆县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文焕的作品“甸南新娘装”在“万物
有灵：白族匠心与自然之艺”主题展览中引发关注。

此次展览以“走进白族人的世界”为核心，巧妙地将传
统“三坊一照壁”白族民居“搬”进展厅，通过扎染、刺绣、
瓦猫等非遗作品，向全球观众展现了白族人民的智慧，而
杨文焕手工绣制的新娘装，以精美绝伦、华丽大气的外观，
瞬间吸引了外国友人的目光。大家纷纷驻足，沉浸在这一
抹民族之美中，透过一针一线，感受着白族人民“万物有灵”
的多彩文化。

白族服饰（鹤庆甸南刺绣）历史悠久，早期多为黑底白
线、白底黑线、白底蓝线等简单配色，明朝后期开始有了五
颜六色的绣线配色。甸南刺绣在发展的历程中，除了色彩
逐渐变得鲜艳，对造型的创新也从未停止。

作为白族服饰（鹤庆甸南刺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杨文焕自幼随母亲学习刺绣，怀着对民族文化
的无限钟爱，首创十二生肖童帽，还抢救还原了太子帽、牌
坊巾、紫金冠、八卦帽、童子采莲帽等精品工艺。

杨文焕的创新实践不局限于设计和创作，更体现在传
承模式上。她在鹤庆县金墩乡成立甸南刺绣协会，通过“协
会+合作社+传习所”模式，带动 200 余人参与非遗传承，很
多作品已走出云南，走向全国。她每年都组织开展刺绣传
习培训活动，通过“理论+实践”的方式，让年轻人在体验中
爱上传统技艺。很多人因此慕名前来学习和体验。

杨文焕始终坚信“传统不是枷锁，而是可以生长的根
系”。她的甸南刺绣协会里，既有 70多岁的老绣娘坚守传统
针法，也有 20 多岁的年轻人尝试将刺绣与现代文化结合。
这种代际传承与跨界融合，让甸南刺绣在保持本真性的同
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大理的“银都水乡”鹤庆到伦敦的泰晤士河边，鹤庆
白族传统的甸南新娘装，带着精湛的刺绣技艺，凝聚着白族
人民的独立精神与民族灵魂。向全球展示了鹤庆白族甸
南刺绣的独特魅力，让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
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青翔） 5月28
日，大理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护蕾
校园行”活动在云龙县漕涧初级中学
开展。

此次活动以“法治教育+心理疏
导+健康科普”的三维课堂模式为350
余名青少年开展法治、青春期心理及
生理健康教育讲座。

云南展腾（云龙）律师事务所的
张蕊律师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结合贴
近青少年生活的校园欺凌、网络诈
骗、性侵等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为同学们讲解相关知识，通过角
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打破传统
的说教模式，引导同学们走进法律知
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同时守牢
法律红线。张律师还设置了答疑环
节，鼓励同学们就不明白的法律条
文、法治和安全知识积极主动地提
问，并及时为他们答疑解惑，帮助同
学们更准确、深入地理解相关内容。

大 理 丰 博 心 理 健 康 咨 询 室 的
任雪丽老师则针对青少年常见的学
习压力、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心理
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探讨，为同

学们发放心理健康知识手册，并结
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心理健
康知识和应对策略，帮助同学们正
确认识心理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正
确处理情绪，学会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激励同学们营造积极、和谐、
关爱的校园氛围。

大理市妇幼保健院的欧阳春利
老师聚焦青少年成长的关键需求，围
绕认识青春期的你、男孩身体的秘
密、女孩身体的秘密、荷尔蒙影响的
你等内容为同学们普及健康知识，并
设置“人生编剧开拍”环节，引导同学
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自己人生的
编剧，为自己编写剧本，用自己所喜
欢和向往的方式呈现自己人生中最
美的模样。

此次“护蕾校园行”活动的顺利
开展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入了坚
实的力量，下步工作中，共青团云龙
县委将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推进“护
蕾校园行”活动走深走实，帮助青少
年学会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
权益、正确认识自己、学会做情绪的
主人，努力为青少年营造更加健康、
和谐、安全的成长环境。

大理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
“护蕾校园行”守护少年助成长

5月30日，大理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护蕾校园行”活动在弥渡县红岩镇
初级中学开展，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活动。

［通讯员 马翠萍 周志 摄影报道］

5月 27 日，共青团宾川县委联合大理州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走进宾川县
大营镇大营初级中学开展“护蕾校园行”活动，通过“心理疏导+健康科普+法治
教育”三维课堂，为200余名学生带来成长必修课。

［通讯员 曹思靖 张冬鹏 摄影报道］

从“银都水乡”到伦敦舞台——

鹤庆白族绣娘让白族服饰走向世界

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巍山“90后”女教师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2岁男童

◀ 精美的白族服饰（鹤庆甸南刺绣）吸引着外国友人驻
足欣赏。（摄于5月12日）

（图片由杨文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