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获悉，一位在该院集
爱中心成功受孕的女性通过其所创
办的上海“心手相牵”社区公益基金
与5对失独夫妇结对，将在当事双方
自愿的情况下，为他们接受辅助生殖
技术提供资助。

方菱（化名）今年42岁，早年将
生活重心都放在事业上。由于年龄
大和输卵管等因素，方菱自然怀孕的
概率很小，于是她在集爱中心走上了

“试管婴儿”之路。虽然经历了3次

移植失败和1次胎停，但她都乐观配
合医生治疗。而这段经历也让如今
成功受孕的她想帮助更多的人。她
所牵头的基金会通过区卫计委找到5
对40至50岁的失独夫妇，在征得他
们的同意后，将资助这 5 对渴望孩
子、却因年龄等因素无法再次自然怀
孕的夫妻接受辅助生殖治疗。

据悉，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
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在
方菱所在的区县，光是记录在案的失
独家庭，就有600个。当全世界都在
庆祝这个温馨的母亲节时，这些失独
家庭却把自己排除在外。

高龄准妈妈资助5对失独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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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小跑到医院
怕再也叫不醒她

4月30日晚上等到肝源，次日凌
晨进的手术室，王珊珊的母亲郭金萍
动完手术已经整整8天了。

王珊珊要比很多人要幸运，因为
医生告诉她手术很成功。手术前，因
为郭金萍失血过多，医生给王家人开
了一种药，王珊珊跑遍了很多药房，
被告知整个上海这种药都断货。她
托了杭州的朋友，竟然买到了。事关
人命，这位朋友开车连夜将救命药送
过来。郭金萍是4月30日晚8点开
始麻醉的，当晚11点多药送到，凌晨
12点手术开始。

对于大家的帮忙，王珊珊分外感
恩，“这个药是帮助凝血的。朋友们
都很帮忙。我真的感动。”

手术前，主刀医师说，病人病情
太重，可能会下不来手术台，让家属
做好心理准备。凌晨4点，看着医生
从手术室出来，王珊珊和爸爸焦急地
围上去。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妈妈就
醒了。“妈妈看到我爸爸的第一句话
是，‘你头发都白了，瘦了很多’。”

“因为之前病情严重，妈妈的术
后恢复比较慢。隔壁床的精神状态
比我妈妈好很多，都可以下地走了。
但妈妈的术后血糖高得吓人，昨天
28点多，今天医生给她加了胰岛素
的量降到17点多。她整个人没有力

气，坐不起来，也没力气说话。医生
说，手术前她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再
晚几个小时恐怕就不救不回来了。”
王珊珊说。

妈妈昏迷的日子，她经常蹲在妈
妈身边喊她名字，和她说着贴心话，

“妈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珑珑
（外孙）还盼着你回去呢。”

这些天，王珊珊和其父租住在医
院附近的小旅馆。有一次工作人员
打电话过来，称她母亲的情况不妙。
她一路小跑到医院，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妈妈”。“我一直喊到病房，就
怕再也喊不到她了。在医院里，我看
到她已经没有意识了，翻着白眼，手
握得很紧，我害怕她一松手就去了
……”

妈妈还活着
已是最大的节日礼物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王珊珊本
来想买束花，但重症监护室里不能放
花，她早早地爬起，像往常一样，花一
个多小时，给母亲炖了一锅小米粥。

“平平淡淡对恢复更好一点。妈妈还
活着，已经是最大的节日礼物了。”

昨天早上，珑珑和妈妈进行了视
频。“外婆我想你。”听着外孙的童音，
郭金萍欣慰地笑了。

尽管手术很成功，但王珊珊和爸
爸没少为她操心，术后的8天里，父
女俩轮番照顾，24小时轮值这位昔
日家里的主心骨。

“医院只有白饭，对血糖恢复不
太好。我就带了小炖锅，为妈妈炖
粥。旅馆是老房子改建的，老板不让
炖东西，我就和老板商量，每天早上
五点起来站在旁边炖一个小时，做点
汤和饭。”短短一个月，这位平日娇生
惯养的独生女学会了自立。

这次手术花了100多万元，一直
瞒着母亲病情的珊珊生恐母亲有心
理压力，不想让她知道实情。但母亲
神志清醒时，隐约会知道些许。这两
天，珊珊拜托身边的亲戚朋友把朋友
圈发布的关于母亲的消息都删了。

“我妈妈有我几位同学和朋友的微
信，我怕她醒来后发现这一切，会有
歉意。对我们来说，钱是可以再挣
的，但妈妈只有一个。我们不能失去
她。”看着眼前的母亲，她唯有耐心等
她慢慢好起来。

得知最新的进展后，不少网友在
母亲节当天祝福这位妈妈。白领黄
先生说，“太好啦，家父过世得早，我
真的是感同身受。好人会平安。”一
直密切关注此事的魏先生说，“祝天
下所有妈妈身体健康。觉得自己好
幸福。”

昨天是母亲节，朋友圈被祝福和

感恩“刷屏”。某网站调查显示，有八

成网友表示自己记得今年的母亲节

是哪天。而妈妈们则表示：陪伴与聊

天比礼物更重要。

本次调查中，有八成网友表示自

己知道昨天是母亲节。虽然平日和

妈妈的平均通话时间不到 10 分钟，

不及闺蜜和恋人，但在母亲节当天，

如果不能陪妈妈过节，也会打去电话

陪她聊会儿天，并买好礼物邮寄回

去。网友“Lisa酱”说：“母亲节提前准

备了礼物邮寄回家，妈妈很开心，但

是母上大人也说以后不要‘瞎’花钱

了，没事多给她打电话聊聊天就行。”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八成网友记得母亲节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老妈，这辈子我很幸福
了，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还跟你做娘
俩”“一直都被全世界最最好的爸妈
保护着，我只想快快长大，然后永远保
护你们”“就想和你说，我爱你”……
这个母亲节，有一群幸福的妈妈收到
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华东师范大学
经管书院95后的大学生们在母亲节
之际自主策划和组织了一次别样的
团日活动，他们一改“手机党”的日常，
用传统的纸笔书写方式，在教室里集
体为妈妈写下了一张张祝福明信片，
写下了多少次因为害羞没有对妈妈
说出口的那些“肉麻”的心里话。

“在这个喧闹的网络时代，我们
选择回归线下，用最传统的书写方式
向最亲爱的妈妈诉说我们发自心底
的爱意。”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经管书
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大二学生黎锦
璇在谈到缘何策划此次活动时说，虽
然现在有微信、短信、电话等很便捷
的形式，朋友圈里也有各种版本的母
亲节祝福语、图片、小视频，但总觉得
这样的信息化手段少了一些温情，不
足以承载我们对妈妈的那份感恩。

参与此次活动的其他同学也深有
感触，“提笔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自

己曾经的稚嫩、叛逆，妈妈的呵护、宽
容。明信片上的寥寥数语虽然无法穷
尽对妈妈的感谢，但相信妈妈收到卡片
时一定会懂我的心意”，“在邮局贴邮票
的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邮票这端的
我们已经长大了，很快乐、很努力、很想
让妈妈放心，希望邮票那一段的妈妈永
远年轻，也能让我们放心”……

收到意外惊喜的妈妈们也第一
时间给辅导员老师发来了短信，分享
节日的喜悦。“看到孩子手写的心里
话很意外，也很感动，这是我收到的
最珍贵的礼物，感到孩子在大学不仅
在学业上进步了，更成为了一个有担
当、懂感恩的大人，真的很幸福！”“手
写的甜蜜不是其他礼物可以比拟的，
虽然孩子上大学后不在自己身边，但
感觉心的距离却比以前更近了，孩子
的这份心意我会好好珍藏。”

“这些95后的孩子们在给妈妈写
明信片的时候，也许自己并没有意识
到，他们其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
着友善之德。”经管书院党委副书记董
盈盈说，除了妈妈们，书院很多辅导员
和老师们也被同学们这样的举动感动
了，“价值观教育不是口号，也不是抽象
的概念，当它真正融入到青年大学生的
生活日常中，就能引发同学们的情感共
鸣，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

一改“手机党”的日常
95后大学生纸笔书写对妈妈的爱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昨天是母亲节，由千人
计划专家联谊会推荐的中美医疗专
家共同组成“感恩母亲——大健康医
疗咨询团”前天走上街头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前天下午，大健康公益咨询在静安

区长寿路 1111 号悦达 889 中心举
行。美国和中国基因组学技术应用研
究领域早期开拓者和资深专家之一金
刚，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心血管内
外科主任终身教授沈路一，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俞昌，留学欧
洲国家博士、临床皮肤科专家蒋英华会
在现场为民众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千人计划”健康活动献礼母亲节

盼与重症母亲
过母亲节

《“妈，我们还能一起过母亲节吗？”》后续 王珊珊发来短信说

能和妈妈一起过节就是最大幸福
■关注母亲节

就在上个月，80后女孩王珊珊的母亲郭金萍突患急性
肝衰竭。肝移植前需做血透的母亲急需大量血浆，面对
医院的供给不足，王珊珊向本报求助，呼吁更多热心人来
献血救母。在4月30日和5月2日，本报官微和报纸都对
其做了详细报道。

当得知这位妈妈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后，许多读者默
默为这位母亲祝福。昨天，王珊珊终于完成心愿，并给本报记者发来短
信，“今天母亲节，能和妈妈一起过就是最大幸福！平平淡淡就好！谢谢
你！也万分感谢《青年报》！”透过ICU厚厚的玻璃窗，她远远地望了一眼
仍躺在重症病房里的妈妈，默默地祈祷，“妈，你快点好起来吧。”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王珊珊小姨探望王珊珊母亲。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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