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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君姚珑
信阳民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有人看
书上瘾，有人运动上瘾，有人游戏上
瘾……而李涛玩献血“上瘾”！

李涛是息县工商局八里岔工商所
的所长， 截止到今年， 他坚持献血

14

年， 风雨无阻， 已累计献血
59000

毫
升，相当于自身血量的十数倍。

李涛第一次献血是在
2000

年
9

月
6

日，他对此记忆犹新。 “当时我在
息县小茴店工商所任市场管理员，那
天乡里号召大家义务献血， 由于以前
没有献过血，大家都比较犹豫，看到这
种情形，我自告奋勇，第一个撸起了袖
子。 ”李涛说，虽然自己是部队卫生员
出身，但是没有过献血的经历。 “当我
看见自己的鲜血从体内流出， 然后装
进袋子里， 并在不久后就会被用来拯

救他人的生命， 我那时的心情激动万
分。 ”李涛如是说。

从此， 李涛爱上了献血， 对献血
“上了瘾”。 从

2000

年至今，李涛坚持
献血

14

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全国
著名血站管理专家曹永平感慨地说：

像李涛这样风雨无阻， 坚持十几年献
血的人，极其少见，不是一般人可以做
到的！ 面对这样的赞誉，李涛却感到有
些羞涩。 他说：“作为一个人， 要有爱
心，要奉献爱心。 奉献爱心有多种途径
和方法，我选择的是献血，这其实是一
件小事， 举手之劳而已。 如果非说特
殊，那么我只是在把一件小事做好。 ”

其实， 李涛献血并非像他所说的
那样轻松和简单。 从

2000

年到如今，

李涛已经献了
92

次血， 这
92

次献血

意味着他那并不粗壮的胳膊至少被抽
血的针头扎了

92

次。 由于始终在基层
工作，采血车很少到乡下进行采血，所
以李涛每次都要到信阳市中心血站献
血。 无论是从过去的息县小茴店出发，

还是从现如今的八里岔启程， 李涛每
次都要多次换乘公交车， 辗转数个小
时才能到达信阳市中心血站。 再加上
献血过程本身所消耗的时间， 以及休
息和返回工作地的时间， 李涛每献一
次血都要耗费十几个小时。 这种复杂
的献血过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一次
恐怕都难以承受， 更别说要坚持

14

年。 “我就是一棵骆驼草，无论把我放
在哪里， 我都能勇敢且坚强地活下
去。 ”李涛说，“我不怕困难，我把战胜
困难当成是一种乐趣。 ”

为了献出最好的血， 李涛每天坚
持早睡早起， 早上起来还要进行腿部
负重跑步来锻炼身体。 在日常生活中，

李涛从不吃高脂肪食物，不吸烟，也没
有其他不良嗜好。 “我的生活很简单，

除了献血就是喝喝小酒，会会老友。 ”

李涛说，“但是我的精神家园却四季常
青，鲜花怒放。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
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 拯救了他人的
生命，我也从中得到了欣慰和满足。 ”

有人问李涛：“你打算献血到什么
时候？ ”他回答道：“献到不让献的那个
年龄，大概

60

岁吧，还能坚持
20

年。 ”

话不响亮，但瞬间让人感动！

暑假已近尾声
学生收心要趁早

信阳消息（记者韩蕾见习记者周静）这几天，家
住申城大道的周先生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

9

岁儿子的作业。 “快开学了，看看他的作业有没有什么遗漏
的，已经写完的有没有错题。 ”周先生说。

在暑假里，不少孩子都可以尽情玩耍，看电视玩电脑，

睡觉睡到自然醒， 时间长了孩子们的生活就没有了规律。

“我家孩子开学上三年级， 但是他暑假的表现让我有点担
心，晚上睡得晚，早上起不来，中午也不睡午觉了。 ”家住茶
韵路附近的张女士苦恼地对记者说，“这样下去开学了可怎
么办？ ”通过采访，不少家长都出现了张女士这样的担心，因
为放假之后对孩子疏于管理，所以快开学了，他们担心假期
的生活太过随意，让孩子无法接受开学后快节奏的生活，还
担心孩子上课会开小差、打瞌睡，以至于跟不上课。

但是也有的家长表示， 他们则不太担心开学了孩子无
法收心， 因为他们已经提前让孩子进入了开学后的生活模
式。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早在离开学还有半个月的时候，

他就开始督促孩子早睡早起，调整生物钟，并且控制孩子看
电视的时间。 “我每天都会帮他检查作业，他写作业的时候，

我就在一旁看书，绝对不会看电视或者开电脑干扰他。 ”李
先生说。

暑假时间长，学生也没什么课业压力，在轻松愉快的生
活状态中， 上学时保持的生物钟就被打乱， 注意力也分散
了， 骤然进入学校很难有充足的精力和集中的注意力去学
习，所以为了让学生能尽快适应开学后的状态，家长要适当
把握住暑假的“尾巴”，帮助学生收心，调整生活状态。

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杨老师告诉记者， 在开学前一两
周的时间里， 家长就应适当让学生减少消耗精力的娱乐活
动，督促学生调整作息时间，逐步与上学时间同步，找回上
学时的好习惯，并且要及时帮助或让学生自己查缺补漏，添
置必要的学习用品，让学生能有个好状态，去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

首席记者张方志

李涛：一个献血“上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