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行动传承
“医者仁心，凡人善举”的家训

程新淼家庭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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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
会、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联合
开展了2023年度北京职工 “幸福家庭”
评选活动， 评选出100个 “幸福家庭”。
本报记者从中选出六个不同的家庭，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家， 聆听他们的
幸福故事。

她成功为一名陌生的中年白血病患者捐献造
血干细胞， 成为了全国第1299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北京市第490例捐献者、顺义区第一位女性捐献
者；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医务工作者敬佑生
命、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和大爱情怀；她
就是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周雪阳。

早在6年前， 周雪阳就已申请加入中华骨髓
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她期待有
一天能够为需要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传递爱
心、 挽救生命、 重燃希望。

2022年1月29日， 周雪阳接到了中华骨髓库血
样初配成功的电话。 电话中， 骨髓库工作人员询
问她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虽然距离自己申
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已时隔6年， 但接到电话时她的
心情仍然激动满怀、 意志坚定。 “我愿意！” 她毫
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 从6年前开始留血样， 到接到电话后
坚定地选择捐献， 对于这一切我真的没有考虑太
多。” 周雪阳坦言， 自己作出的这些决定与她的成
长环境有一定关系。

周雪阳的父母都是医生， “医者仁心， 凡人
善举” 这8个字是她家的家训。 “2012年， 我父亲
就积极响应工作号召， 来到新疆支援医疗建设。”
生活中， 周雪阳看到的是父母认真工作的忙碌身
影。 “父母是我的榜样，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对
生命的敬畏， 所以， 长大后我坚定地选择成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 虽然没能奔赴在医疗救治的边陲
一线， 但我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医务
工作者 ‘救死扶伤’ 的使命。”

身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周雪阳深知造血干细
胞对白血病患者的重要性。 “造血干细胞对白血

病患者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是患者重生的希
望。” 下定决心为这名陌生的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
干细胞后， 她历经了两个月的捐献历程。

那年的3月25日，周雪阳在医院开始连续4天共
9针的动员剂注射。 由于她与患者体重有着近40斤
的体重之差，骨髓库工作人员和医生多次对她提示
可能出现采集两次的情况，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采集期间， 虽然周雪阳出现了腰部疼痛等一
些身体不适症状， 但一想到患者已经进入无菌仓
正等待她的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 她就有了勇气。
她咬紧牙关、 忍住疼痛， 坚持到最后。 过程中，
她坚持捐献的初衷从未动摇， 用 “凡人善举” 为
他人点燃生命之光。

3月29日， 周雪阳经过5个半小时的采集， 顺
利完成了32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捐献。 最终，
她成功救治了一名50岁的男性白血病患者， 不仅
挽救了一个生命， 同时也挽救了一个家庭。

周雪阳的丈夫是一名基层民警。 2022年， 他
积极响应组织号召， 成为北京第四期援疆民警。
在援疆的一年中 ， 他立足本职、 脚踏实地， 用行
动守护好新疆百姓的安全。

凭借着对生命的热爱， 30岁的周雪阳与先生
一道， 用青春谱写了生命的赞歌， 写下了人生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和家庭用爱与奉献赋予了生
命更丰富、 更重要的意义。

（顺义区总工会推荐）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程新淼有一个温
馨的三口小家。 丈夫杨骜智是一名国企干部。 他
们二人从校园走向婚纱， 共同组建起这个幸福和
睦的小家庭。 “‘家庭’ 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字， 却
凝聚着巨大的力量。 在我家有爱人的陪伴、 有亲
人的关怀， 更有来自祖辈的精神传承。” 程新淼夫
妻二人时刻牢记长辈嘱托， 他们一起用行动践行
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家风。

在程新淼和杨骜智生活的家庭中， 有着浓厚
的红色基因。 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三代
为共产党员。 “在我家， 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我们
夫妻二人， 家中共有10名共产党员。” 程新淼说。
丈夫杨骜智的姥爷是一名有着67年党龄的老党员。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姥爷冲锋在抗战一线，
保家卫国。” 程新淼介绍， 在战争中， 姥爷的眼睛
被炮弹击中， 视力严重受损。 “但老人依然坚强
乐观， 总是鼓励我们这些晚辈们要不怕吃苦、 认
真工作。”

在长辈们红色基因的感召下， 程新淼和杨骜
智夫妻二人的心中早就埋下了红色的种子。 他们
从学生时代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今他们的
家庭也被评为 “共产党员先锋户”。

长辈们的红色精神深深影响着程新淼和杨骜
智， 激励着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青春汗
水、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作为土生土长的昌平人，程
新淼和杨骜智毕业后均选择回到昌平，建设家乡。

程新淼一直工作在法院审判一线。 作为一名
法官， 她认真细心、钻研业务，多年来参与办理了

2000余件民商事案件。她善于总结、勤于思考，撰写
的论文多次在法院系统全国学术讨论会及各类论
文评选中获奖；她撰写的调研信息还被最高人民法
院采编，撰写的案例入选《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程新淼和杨骜智从校园到步入婚姻的殿堂 ，
再到如今的三口之家， 二人已携手走过15年。 15
年中， 他们不仅自己践行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家
风， 还很重视对孩子进行红色教育。 平时， 程新
淼总会教孩子背诵 《沁园春·雪》 等红色诗词， 她
也会为孩子讲述 《英雄邱少云》 等红色故事……

通过这些方式， 在孩子小小的心灵中深深埋
下红色的火种。 “孩子年龄虽然还小， 但已在家
庭的潜移默化中接过了红色精神的 ‘传家宝’。”
程新淼介绍道。

“蔡元培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家庭
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
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 ”在程新淼看来，家风
纯正，雨润万物；家风蔚然，国风浩荡。 “今后，我和
丈夫会继续沿着祖辈的足迹， 用心经营我们的家
庭。 用行动践行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家风。 ”

（昌平区总工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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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周雪阳家庭

践行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传家宝”

程新淼 （右一 ，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
官） 一家子

周雪阳 （后排右一，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
院医务人员） 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