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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陆荣春

“盐城好人”陆仁平：

22年如一日，随时准备帮助更多的人

从“1个人”到“100个人”

2000年6月，陆仁平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第一次成功献血后，他内心有一种
莫名的自豪：“原来我也可以献血救人。”

第二次献血是在半年后。当时读小
学的儿子对他说，老师要求写一篇关于
无偿献血的作文。因为有了第一次无偿
献血的经历，再加上献血后身体并无不
适，陆仁平就带儿子一起来到献血车上，
让儿子亲身感受无偿献血的氛围。如今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考入部队文职，妻儿
都积极成为无偿献血志愿者。

2002 年 11 月 3 日，陆仁平父亲病
逝。正当一家人处于悲痛中时，他接到
了盐城市中心血站的求助电话，电话里
说冬季血库紧张，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危重患者急需 O 型血，请他支持。
前几日父亲病危，他每天日夜服侍；父
亲离世后，家里事情也多，但想到救人
要紧，陆仁平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立
刻放下手中事务，骑车赶到血站献了
200毫升全血。

有人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
长时间做同一件好事不易，但陆仁平做
到了。以后的日子里，陆仁平便成了血
站的常客。只要血站一个电话，一条短
信，他会义不容辞地奉献爱心。从
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4年昆山爆炸事
故，从2016年阜宁特大风灾到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参加
无偿献血。

11 月 14日中午，“盐
城好人”陆仁平如约赶到市
中心血站。经过测温，查验
行程码，初检、化验合格，他
进入捐献成分血流程。60
分钟后，陆仁平成功捐献血
小板。“这是我第205次无
偿献血，我为我又一次能用
热血帮助到他人感到开
心。同时每一次献血也相
当于一次体检，我能献血，
说明我的身体也非常健
康。”陆仁平自豪地说。

一个人无偿献血100次和100个人
无偿献血1 次的效果是不同的。陆仁
平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志愿宣传活动，乐
做爱心的传递者、生命接力的纽带，积
极创新宣传招募模式。2015 年 2 月 5
日，春节备血在即，他和志愿者跟随献
血车到便仓镇开展宣传招募活动。他
们向沿街商户发宣传单，向居民讲解自
己无偿献血的经历。一直忙到下午 6
时，成功招募22人献血（初次献血者13
人），是历次乡镇个体招募人数最多的
一次。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为缓解疫情防控期间用血紧张，陆仁平
除了自己每月参加成分血捐献，还利用

“云课堂”录制宣传片，宣传无偿献血知
识。

陆仁平几乎牺牲了自己全部业余
时间，带领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
动。几年来，他牵头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1596 次，共有 11681 人次志愿者参加，
为77486名献血者提供志愿服务，招募

初次献血者 35261 人。他牵头组织开
展“小手牵大手 为生命加油”无偿献血
公益行活动，3年来，共有610户家庭参
与活动，418 位家长成功献血，3096 人
次学生志愿者参与活动，为 6830 位献
血者提供志愿服务，发放各类宣传单
15000余份。

陆仁平还积极参加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等志愿服务
活动。他先后组织志愿者参加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200余次，服务群众2万余
人；参加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 100 余
场，为3万余人授课。他还牵头组织志
愿者为孤寡失能老人开展送温暖活动
10余场，受益老人1000余人。

陆仁平22年如一日无偿献血的事
迹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他先后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等称号。
2015 年入围全国志愿服务“四个 100”

“最美志愿者”，2021年12月被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评为“会员之星”。

2005 年 6 月，听说捐献成分血（血
小板）间隔期相对较短，每月可以献 1
至2次，而献全血要间隔半年，一年最
多只能献2 次。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
人，陆仁平决定捐献成分血。尽管捐献
成分血需要1小时左右采集时间，但想
到自己的血能让更多生命重放光彩，陆
仁平觉得这样的付出值得。

2009 年 4 月 10 日，陆仁平接到盐
城市中心血站的求助电话，妇幼保健院
一产妇大出血，急需大量 O 型血小

板。当天，陆仁平正在乡镇办事。接到
求助电话后，他第一时间打车 50 公里
赶到市中心血站，成功捐献2个治疗量
血小板，为大出血产妇的救治赢得了宝
贵时间。

2014 年以来，他坚持每个月都捐
献1至2次成分血。迄今为止，陆仁平
累计无偿献血205次，其中，献全血6次
计1200毫升、成分血199次计323个治
疗量，献血总量达 85600 毫升，点燃约
329人的生命之光。

帮助更多的人

随时准备献血

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进一步增强家庭成员的反家暴意识和维
权意识，11月24日上午，盐都区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妇联联合度假区综治
办、法律服务所来到平湖社区开展反家暴知识宣传，并现场发放宣传单
100余份，开展法律咨询80余人次，受益群众50余人。 张蕾 摄

盐城晚报讯 11月22日，由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视协电视
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举办的“第28届
中国纪录片十佳十优”纪录片评选
活动圆满结束。江苏省淮海农场
有限公司、射阳县融媒体中心选送
的《问道沧桑》获得“第28届中国纪
录片长片十佳作品”。

6集纪录片《问道沧桑》以淮海
健在老军垦、后人及相关专家为采
访对象，讲述了1952年4月至1955
年6月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
102 师近万名官兵，响应军委主席
毛泽东的号召，在原江苏海门县三
厂镇举行誓师大会并改编成农业
建设第四师，长途跋涉，来到黄海
之滨、苏北灌溉总渠尾闸两岸淮海
农场这块热土上，以白手起家和艰
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将这块荒草滩
地和盐碱遍布的滩涂，建设成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大粮仓”的故事。

淮海农场也是江苏省唯一一
支以成建制的部队屯垦戍边，建设
大型农场，开发国土资源的农场。
该纪录片分为《淮海在召唤》《屯垦
盐碱滩》《农业先行军》《幸福的家
园》《如歌的岁月》《深情的土地》六
集，每集30多分钟。自去年9月23
日创作剧组在淮海农场成立，经过
半年多的拍摄和后期制作，今年5
月 1 日起，连续 6 天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频道播出。

这是一次抢救性的记录采

访。据悉，目前留在淮海农场健在
的老军垦已经不足200人。整个拍
摄共采访108名老军垦、军垦后代
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其中耄耋老军
垦就有近60人。在采访者当中，年
纪最小的已经 86 岁，最大的 100
岁。他们的精神早已成为后人瞻
仰的不朽丰碑。

据了解，剧组在挖掘、讲述、拍
摄、传播这些红色记忆的故事时，
里面更是蕴含着炽热的温暖，激
励、指引着观众沿着军垦人的精神
奋勇前行。通过纪录片的视角讲
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红色故事，这
不仅仅是为了致敬历史，更为了传
承军垦文化这一红色基因。

据悉，该片创作剧组代表将于
12 月 9 日至 12 日在广东深圳市举
行的“第28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
暨第 15 届深圳青年影像节”活动
中，领取证书和奖杯。
陆军 王奕涵 记者 宋晓华 文/图

再现滩涂开发，屯垦戍边建设国家“大粮仓”的场景

我市纪录片《问道沧桑》获国家级奖项

《问道沧桑》拍摄现场。

盐城晚报讯 为全力提升社会
工伤预防意识，增强职工工伤预防
技能，今年来，亭湖区社保中心靶
向两个点、提升两个度，推进年度
工伤预防工作走深走实。强化宣
传关键点，提升政策“知晓度”。坚
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全方位、多
层次、高密度开展工伤预防宣传，
线上营造社会氛围，线下精准定向
宣传。

在公交站台进行展板式工伤
预防宣传，推送近10万条“工伤预
防与您风雨同舟”短信。立足因企
制宜着力点，提升预防“精准度”。
持续开展重点企业互动式培训，聚
焦重点行业、重点岗位、重点人群，
深入社区、企业，面对面讲解、点对
点答疑，全方位搭建工伤预防“暖
心巢”。

王昕

亭湖社保搭建工伤预防“暖心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