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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7 月 22 日，在长海
医院的血细胞采集室中，上海电
机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源成功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白
血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也为自
己的大学生涯呈上了一份特殊
的毕业礼物。他也是上海电机
学院首例、上海市第644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李源是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
造工程专业的一名退伍复学学生，
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
新研究院。两年前的一个春日午
后，在学校组织的一场造血干细胞

的科普宣讲中，当得知捐献造血干
细胞能够挽救他人生命时，他
毫不犹豫地伸出臂膀，加入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行列。
时间来到今年4月，李源接到来
自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
话，被告知他与一名重度血液病
患者配型成功。当问及是否愿意
捐献造血干细胞时，他没有丝毫
犹豫，坚定地说出了“我愿意”。

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血干
细胞适配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甚至是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
成功率极低，每一例成功配对都
被视为“生命奇迹”。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源以超

乎常人的自律，精心调养身体，
只为那一场生命与生命的深刻
对话。从初步配型到高分辨率
检测，再到捐献前的严格体检，
每一步都凝聚着他对生命的敬
畏与珍视。

终于，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
的采集过程，260毫升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从他的身体中被分离出
来。这袋带有余温的“生命种子”
将被送往患者所在的移植医院，
为那位素未谋面的患者带去重生
的力量。在整个采集过程中，李
源始终保持着笑容，“能够用自己
的造血干细胞救助他人，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和值得高兴的事情。”

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
光雯对李源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行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高度的
赞扬，同时感谢了上海电机学院
长期以来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的大力支持，以及为普及造血
干细胞科学知识，更广泛提升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所做的贡献。学校党委副书记朱
洪春特意前往医院进行慰问。

据悉，上海电机学院已连续
三年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采血入库活动，累计共有664
名师生成功采集入库，获评“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工作
先进集体”。

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上海大学生李源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李源 受访者供图

图书馆比自习室
更有学习氛围

上午9点半，读者小竺从阳
光凶猛的室外狂奔进上海图书
馆东馆，凉爽的空气顿时让他
平静下来。广告衫前后都湿透
了，他捏起来抖了一抖，“很快就
会干的。”他自言自语。上图东
馆三楼阅读广场的座席，他是早
就已经约好的，他要在这里看几
小时的书，为几个月后的考研
做准备。

读大三的小竺并没有准备
明年就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现
在要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没
有更高的学历是比较困难的，所
以他铁了心地考研。小竺家在
普陀区，房子不小，自己有一间
独立的书房，但他对自己很了
解，知道只要独处就会想着打游
戏，所以必须出来看书才行。

普陀区是上海各种付费自
习室的重镇，离小竺家三四百米
的地方就有一间自习室。但小
竺他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倒不是
因为付不起每小时 15 元的费
用，而是因为那里人太少，学习
的氛围不够，“我这个人需要别
人带着我学习，没人带，我就会
想干其他事。”

所以看到东馆阅读广场黑
压压的一片埋头苦读的人，小竺
满意极了。“所以再热的天我也愿
意来，打车来我也愿意。在这种
氛围下，学习不进去真的有点说
不过去啊！”小竺告诉青年报记
者，前两天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

龄人正好也在准备考研，两个人
还交流了一番，相互打了打气。
这种感觉真的挺棒的，大概只有
在图书馆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相恋在图书馆
也是一种甜蜜

这个夏季的每个星期六下
午，朱怡心都会和男友一起到上
图东馆看书。东馆的阅览座席
本来就很难预约，而且要一次两
个人同时预约成功，这个难度就
很大了。所以周六的前几天朱
怡心就开始有点担心，生怕有一
个人抢不到。所幸的是，他们两

人手速都很快，至今每个周六都
能抢到座位。

生于1997年的小朱目前在
一家公司做质保，而男友则是一
个建筑设计师。大概是在今年4
月的一个下午，在上图东馆看书
的小朱发现的那个男生竟在读和
她一样的书，东野圭吾的《解忧杂
货铺》。“同学，你也喜欢这本书？”
两人目光对视之后，男生先开了
口。然后两人就悄悄地聊了起
来，聊到后来还发现两人竟然还
是在一个初中上的学。后来他们
还在图书馆又见过几次，正式谈
恋爱那是6月上旬的事了。

“没有这座图书馆，我恐怕
一辈子也见不到他。”小朱对青年
报记者说。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段
机缘，当夏天来临的时候，他们约
会地点固定在了上图东馆。两个
人依然比邻而坐，小朱翻她的杂
志，男友则看他的科幻小说，当然
他们也还会一起读东野圭吾。从
图书馆出来后，他们会一起去吃
个饭，或者看场电影。

小朱说，虽然最近天气酷
热，但是两个人一起逛图书馆一
点都不热，“这里很安静。虽然
看书的时候交流得很少，但真心
相爱的两个人互有默契。”

青年打卡图书馆 阅读消暑两不误
全新阅读体验
全新生活方式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青年

报记者在图书馆遇到了南京来的

小郑。在南京读大学的小郑说，早

就听说上海图书馆的东馆造得很

漂亮，这次特意冒着酷暑前来“打

卡”，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小郑曾给自己制定“小目标”，

要把长三角地区那些地标性的图书

馆都走一遍。东馆阅读广场的座席

是小郑前几天就订好的，在位子上坐

定，他被这里开阔敞亮的空间所震撼

了，“很多图书馆想更多地安排座

位，会将座位的间隔距离控制到最

小，有时稍微伸伸懒腰就会碰到同

桌。这里完全不用担心，而且电源

插座、台灯等一应俱全，太完美了。”

一个好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

样子的？小郑告诉记者，要看车子

好不好停，路上交通顺畅不顺畅，

阅览座位好不好抢，环境舒不舒

适。这一些，应该说上图东馆都是

满足的（虽然阅览座位还要抢一

抢，但一旦预约成功，就完全不用

担心没有地方坐）。

让小郑感到吃惊的是，虽然天

气如火炉一般，但图书馆里仍然有

很多青年人赶来看书学习。

上海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

青年报记者，今年7月以来上海东

馆接待读者共18.69万人次，日均

逾8000人次。20岁到45岁的青年

人成为读者主流，占到三分之一。

如果加上少年儿童，那这个比例已

经超过了一半。

上图东馆最抢手自然就是三

楼阅读广场的那 484 个阅览座

位。青年报记者看到，7月24日之

后一周的座位已全被约满。7 楼

“宝可梦公益阅览室”座席目前也

只有7月30日还可以预约。这个

夏天，读者逛图书馆的热情之高涨

由此可见一斑。

上图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在

夏季保持馆内环境的舒适，他们严

格采取了座席预约制度，确保所有

预约到馆的读者都有座位。图书

馆和其他文化场馆不同的是，其对

环境的要求更高，因为阅读是需要

良好环境的，所以上图一直将优质

环境的打造放在第一位，以确保每

个读者的体验质量。

这个酷夏，谁在
使用图书馆？进入夏
季，上海图书馆东馆
阅读广场的阅览座席
一座难求，青年人成
为这里的主角。他们
冒着酷暑赶到图书
馆，在浓郁的学习氛
围中细细体味夏天的
滋味。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进入夏季，上海各大图书馆一座难求，青年人成为这里的主角。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