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越来越近了。松江区佘山镇城运中心网格监督员李朱峰
正在等待一个关于“生命续航”的两年之约。

李朱峰是松江区第 40 例、上海市第 59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23 年，他捐献的造血干细胞，为一名 12 岁的孩子点亮了生命的
希望，建立了一段跨越千里的“髓缘”。

“按照规则，到 2025 年夏天，应该能知道孩子的康复情况了，愿
他一切安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朱峰如是说。

| “我知道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33岁的李朱峰，至今记得那一通让他与患儿结缘的电话。
那是一个寻常的工作日。“当时，我在片区里巡逻，手机来电显示

出一个陌生号码。”接起电话，李朱峰得知，对方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
员。“他告诉我，我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患者初步匹配成功了，问我愿
不愿意进行高分辨配型和捐献。 ”李朱峰说。

“第一反应是惊讶和激动，因为我是在 2021年参加的造血干细胞
捐献入库。 两年过去了，还以为不会有消息了，想不到真能帮到别人。 ”

电话那一端，工作人员告诉李朱峰，患者是外省市一名 12 岁的
孩子。李朱峰的心一下子揪紧了，“那么小就要遭受病痛的折磨，家里
人多心疼啊。 ”他想起了自家活泼可爱的孩子，“作为父亲，我知道孩
子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他决定要帮助这个孩子。

回到家， 李朱峰将匹配成功的好消息和捐献的决定告诉了妻子。
妻子是医务人员，十分支持李朱峰的决定，并为丈夫的爱心感到骄傲。
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并不了解的父母，则问了他许多问题，例如“有哪些
步骤？”“会影响身体吗？ ”李朱峰便把自己从线上线下学到的相关知识
讲给父母听，一步步打消父母的顾虑，得到全家人的一致支持。

|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挽救一个生命”

李朱峰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的决定，家人、朋
友、同事其实并不意外。

“90 后”的他，从上大学开始就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截至目前，已
累计献血 20 次。

工作 8 年来，日均骑行 40 公里的他，也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平
日里，他每天骑着电瓶车巡查网格区域内的情况，包括 32 座桥梁、
25 条河流、20 条道路……

2021 年春天，在佘山镇举行的一场造血干细胞知识讲座中，面
对宣传片里的故事，李朱峰深感触动。“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就能
挽救一个生命，非常有意义，是吧？ ”他对记者说。

这次讲座，也让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很
多人误以为是‘捐骨髓’，觉得害怕，其实是捐献造血干细胞。”造血干
细胞的捐献过程，是通过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与无偿献血中的机
采血小板过程基本相同， 即经血液分离机分离出所需要的血液成分
后，其余血液成分会被回输到捐献者体内。

李朱峰决定报名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又称“中华
骨髓库”）。医务人员告诉他：“通过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技术，现
在已经很成熟了。捐献前要注射药物作为动员剂，这样采集时对捐献
者身体的影响会大大降低。通常捐献结束一两周后，药物就被完全代
谢出体外，捐献者将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

| 寄语“血脉相连”的少年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 李朱峰接受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采
集。 “考虑到采集需要的时间较长，采集时我
没敢喝水。 采集过程大概用了 6 个小时，采
集前我在医院住了 5 天， 因为每天要打两
针动员剂。采集后，休息了一晚上，我就出院
回家了。 ”

回顾捐献采集的情景，他对记者说，自
己是幸运的。 “在佘山镇，和我同一批捐献
的约有 40 多个年轻人，而我第一个接到
了匹配成功的电话。 ” 获评 2023 年度
“感动松江”道德模范后，他说，希望这
段经历能在子女心目中埋下有爱、向
善的种子。 “希望他们能为爸爸骄傲，
也期待他们长大后同样成为充满爱

心的人。 ”
在接受采访时， 李朱峰还有一

段话想要转达给远方那位“血脉相
连”的少年。 “希望他保重身体，好
好生活，好好爱自己的爸爸妈妈。
父母陪伴他接受治疗，无微不至
地照顾他，一定很不容易。 愿他
们都能平安、幸福。 ”

晨报记者 何雅君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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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保地图”全新上线
随时随地查询、办理社保业务，网点“忙闲”程度都能查

晨报讯 11 月 19 日，全新的“社保地图”
上线啦！这张依托上海社保微信公众号的“地
图”，包含了上海社保各服务渠道，汇集了全市
20 个社保经办服务大厅、220 个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和近 2000 个银行网点的精准定位，
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获取最佳路线。随时随地查
询、办理社保业务，真正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

公里”。
市民关注“上海社保”微信公众号，进入

“社保地图”栏目，就可以检索家门口、企业旁、
园区里、校园内的办事网点了。
进入“社保地图”，可自定义办理时间、自定

义业务种类、自定义办理场所，获取符合个人办
事需求的网点列表。“地图”还会根据查询者的

实际位置、办理时间、办理业务种类，依据直线距
离的远近对网点进行智能排序，为网点选择提供
参考。同时，该功能支持经办网点的自助搜索，方
便快速查找网点信息。
“社保地图”还包含全市社保业务办理网点

热力图，融合了经办网点现场的人流情况和社保
经办服务大厅排队等候人数，不在现场也能查看

经办网点的忙闲状态，有效避开办理高峰时段、
拥挤网点。
“社保地图”还与导航程序对接，可通过点

击导航按钮，查看所选网点的服务内容、服务时
间、特色服务和前往该网点的路况和时长，合理
安排出行时间。

记者 沙情奕

因为一段跨越千里的“髓缘”
他在期待“生命续航”的两年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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