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7年 3月 5日，市卫生局和市红十字会联
合行文，要求恢复建立县（市）一级红十字会组织
机构。 1988年 3月 29日，萧山市首先恢复成立红
十字会。 到 1990 年 6 月 15 日，全市 13 个区、县
（市）全部建立红十字会。图 5：萧山市恢复成立红
十字会，图为时任萧山市副市长盛昌黎（左）和杭
州市副市长陈端（右）为萧山市红十字会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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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孩子们重新拥有一张纯真的笑
脸，让折翅的天使再次绽放梦想的翅膀，
12 月 5 日，在中国“微笑行动”公益活动
捐款仪式上， 滨江区红十字会捐出首期
爱心款 100万元。

中国“微笑行动”是专门为贫困家庭
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的患儿提供免费救
助治疗的公益慈善活动。 在中国每 600
个新生儿就有一个唇腭裂患儿出生，在
偏远地区很多患儿因家庭贫困无法得到
及时救治。“微笑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根
除“唇腭裂”这种缺陷对这些孩子和他们
家人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今年年初，为助推“微笑行动”，滨江
区红十字会倡导发起“让爱微笑”公益活
动，截止目前，已成功筹集到一百万元捐
款，这笔善款凝聚了滨江区卫生系统、16
所中学老师学生、以及其他爱心单位、个
人的拳拳爱心和暖暖真情。 据悉，每个患
儿的手术费是 5000 元，这笔捐款相当于
200 个唇腭裂儿童的手术救治费，可以让
200个患儿家庭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爱
在路上，此项活动正在进一步推进中，希
望社会各界更多的爱心单位和个人伸出
援助之手，献出仁爱之心。

（滨江区 赵敏真）

1978 年 4 月 10 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国
发[1978]63 号），要求首先恢复 10 个城市的红十字会。6 月 26 日，卫生部和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通知：杭州市红十字会为第一批恢复单位。

同年 8 月 5 日，杭州市红十字会正式挂牌。 11 月 24 日，杭州市革委会批复
同意“恢复杭州市红十字会组织机构”，陈礼节继任第四届会长。 到 1982 年底，
全市已恢复和新成立红十字基层组织 99 个，团体会员 34 个，成人会员 2221
人， 青少年会员 2094 人。 1983 年底， 基层红十字会增加到 164 个， 会员
17135 人，基本恢复到“文革”前水平。并设有红十字医疗工作委员会、高等院校
工作委员会、中小学工作委员会和机动车驾驶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

图 1： 各街道红十字会纷纷
恢复。 图 2：小营巷街道红十字会
开展募捐活动。 图 3：杭二中红十
字会的青少年会员为非洲灾民募
捐。 图 4：杭州大学召开红十字会
恢复成立大会。

当死神脚步无情地向他靠
拢，当别人在叹息生命的悲哀，
他却在嘱托家人完成临终心
愿：捐献角膜、器官和遗体。 用
平凡人生最后的余热， 温暖这
个冬日。

12月 25日，红十字志愿者
俞立荣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
程。家人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捐
献其角膜， 并将遗体捐献给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
究， 成为余杭区又一位实现角
膜、遗体同时捐献的志愿者。

生活不易 奉献不止
今年 48 岁的俞立荣是闲

林街道方家山社区人， 前几年
与女儿一起迁居余杭街道凤联
社区联兴路的一套廉租房 。
2009 年，俞立荣被确诊为颈部
淋巴癌。 身患绝症的他没有被
病痛吓倒，在治疗的过程中，媒
体上的捐献故事让他思考着不
一般的身后事。 那是在 2010
年，俞立荣病情加重，在杭州化
疗，无意中了解到器官、遗体捐
献的事情。 他希望自己能在有
生之年， 换种方式为需要的人
们做贡献， 为遭受不幸的家庭
带去一丝信心和快乐。

回家后， 俞立荣立即与女儿商量，
主动联系余杭区红十字会，咨询有关志
愿捐献遗体、器官事宜。 在征得家人同
意后， 他向区红十字会提出了申请，郑
重地在《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志
愿书》和《公民自愿捐献眼角膜登记表》
上签了字。 他开玩笑说，就“裸捐”吧，如
果真到了离开的那天，只要身上还有用
的“零件”都无偿捐献，遗体也捐献用于
医学教学研究。

之后，俞立荣加入到眼角膜及遗体
捐献志愿者队伍中，不管是住在方家山
社区还是凤联社区，他经常主动参加社
区公益活动，并随时向周边人群宣传器
官捐献知识，甚至还关心着上虞市等外
地器官遗体捐献者家人的情况。 唯一收
入只是病退工资的他，在供女儿读大学
的同时，还不时地关心着别人。 无论哪
儿发生灾情，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都会
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我刚在捐赠专
户汇了 200 元，希望能为灾区尽点微薄
之力”。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再劝他先
养病照顾好家里，但他没有一次听劝。

在父亲的影响下， 俞立荣 24 岁的
女儿也于今年签署了捐献角膜及遗体
的志愿书。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

如愿捐献 诠释大爱
或许，是渴望着赶到另一个无痛的

国度迎接新年。 12月 25日晚，正当大多
数人还沉浸在圣诞节欢乐的气氛中时，
俞立荣在病房里安静的走了。 女儿尊重
他生前的遗愿，联系区红十字会、省防
盲指导中心， 帮助父亲完成了角膜、遗
体的捐献。

12 月 26 日，家人、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所在街道红十字会、区第二医院
和社区有关工作人员为俞立荣举行了
简单的告别仪式， 感恩他的付出和奉
献。 他的床头，还整齐的放着红十字志
愿者的胸牌和帽子。

在女儿签署《无偿捐献遗体接收
表》后，俞立荣的遗体被工作人员送往
浙江大学医学院， 用于医学教学与科
研。

女儿说，父亲在世时多次叮嘱，若过
世后器官还有价值，希望全部移植给需
要的病人，挽救他人生命，若器官组织
病变， 则希望遗体能用于医学研究教
学，为医学院的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尽
绵薄之力，他知道目前医学院学生缺少
的是实体（遗体）的教学，所以愿意捐出
遗体帮助医学生学习。 他不会在乎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哪怕
动错刀，他更在乎医学生跨出校门在治
病救人过程能发挥他们的专长，今后不
动错一刀！

俞立荣，医学院的“无语良师”的碑
上又多了一个崇高的姓名。

在他的捐献志愿申请书上，他留下
了这样一段话：“活着，就坚强乐观地看
着太阳每天升起！ 死了，就有尊严地让
生命延续，回报社会，也给女儿留下一
份精神财富。 ” （余杭区 曹丽惠）

近日，江干区丁桥镇“博爱暖冬”红十字
博爱送温暖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着。 在江
干区红十字会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丁桥镇
的相关社区共向 230 户低保边缘户、 困难家
庭发放鞋子、 冬衣、 围巾等冬季物资价值 6
万余元，红十字志愿者们向群众送去了亲切
的新年祝福，更送去了来自红十字会的一份

关爱。
经过三年的规范化建设， 目前江干区共

有 35 家社区运行“社区红十字爱心中转站”
项目，通过“红会搭台、社区管理、百姓参与、
志愿服务”工作模式的有效运作，将以往“季
节性、单向性”的慰问升级为“常态化、双向
性”的爱心传递，有需要的群众可以从爱心中

转站中免费申请、领取生活物资，同时居民也
可以将家中闲置物资通过“中转站”这一爱心
平台转赠给有需要的人，打造百姓家门口“便
捷、高效、透明”的爱心捐赠平台和志愿服务
平台，深受百姓欢迎。

（江干区 王晨）

为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 实现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与
学校德育教育、素质教育、健康教育有机
结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今年以来，临
安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育局在中小学校
实施了“悦读屋”成长计划。

“悦读屋”成长计划以“悦读，悦成
长”为主题，在全市中小学校实施推进，
主要内容是配备班级书屋，开展“爱书共
享”、“书香漂流”、“悦读成长” 三大板块
活动。 该计划搭建了一个学生阅读的交
流互动平台，在共享中传递利他理念，在

阅读中学会感悟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
命，引导青少年快乐阅读、快乐成长。

根据“悦读屋”成长计划的安排，今
年临安市红十字会开展了“悦读屋”创意
设计大赛， 经过美术专家的评审、《今日
临安》和临安红十字网站的市民投票，共
有 13 幅初选入围的作品获奖，为下一步
“悦读屋”的制作积累了素材。

近期， 临安市红十字会还联合民进
临安市委会向於潜二中捐赠了 36 个红
十字“悦读屋”，价值近 3万元。

（临安市 王刚）

滨江区红十字会助推“微笑行动”
首期捐款 100万元 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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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红十字会加快推进“悦读屋”成长计划

江干区丁桥镇红十字会通过爱心中转站
开展“博爱暖冬”慰问活动

中国“微笑行动”公益活动捐款仪式现场

临安市红十字会“悦读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