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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张玲玲）昨日

上午，“00后”小伙郑昉在厦大附

属第一医院成功捐献229毫升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当晚他的造

血干细胞就注入了与他匹配成

功的患者体内，挽救了对方的生

命。他是福建省第509例、厦门

市第15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郑昉毕业于厦门医学院，如

今从事着医疗相关职业。2019

年12月，厦门市红十字会到厦门

医学院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入库宣传采集活动时，他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当时我上完

课后看到造血干细胞的宣传，也

没多想就加入了，这就是医学生

的热情吧！”郑昉说，当时学校很

多学生都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近

年来校友成功匹配捐献的数量

也逐渐增多。“当我接到匹配成

功的通知时还挺兴奋的。”郑昉

说，今年2月他接到了厦门市红

十字会的通知，称他与一位血液

病患者匹配成功。起初，他有些

担心捐献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后

来咨询了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

学校老师，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

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于是果断

同意捐献。

昨日上午，在厦大附属第一

医院内，郑昉成功捐献了229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郑昉说，

捐献全程他没有感到身体不

适。昨夜，郑昉捐献的造血干细

胞已注入到了患者体内。郑昉

说，期待对方早日康复。

晨报讯（记者 许悦 通讯员

魏静蔡雅蓉）“我们碰到这种事

都懵了，感谢刘警官帮我们开

路，这是救命之恩！”近日，海沧

警方争分夺秒开辟“生命通

道”，成功协助一名病危老人及

时送医，老人家属连连致谢。

此次救援中，警方将原本25分

钟的车程缩短至12分钟，为老

人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目前

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住院

观察治疗。

当天17时9分，海沧派出

所社区民警刘佳伟正在水岸名

筑小区处理警情，突然接到辖

区居民紧急求助电话，称其父

亲突发疾病，已经叫了120救

护车，准备送往厦门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但正值晚高峰，道路

拥堵严重，担心救护车不能将

老人及时送医。刘佳伟迅速向

当日带班领导刘学红报告情况

后，立即驱车赶往患者所在的

临港社区。仅4分钟，民警便抵

达现场，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

安全转移至救护车。

随后，警车开启警灯、拉

响警笛，民警在确保交通安全

的前提下，为救护车开辟出一

条前往医院的绿色通道。原

本需要 25 分钟的路程，救护

车仅用时 12 分钟。最终，救

护车于17时25分顺利抵达医

院急诊部。

晨报讯（记者 陈佩珊 通讯

员 思法）房子装修，你选择内开

门还是外开门？因为这一问题，

小周和小王这对邻里吵上了法

院。日前，思明区法院通报了这

起纠纷的判决结果。

小周和小王都是某小区6楼

的住户，两家的家门呈互相垂直

状态。他们所居住的这栋楼只有

小周家门正对的楼梯可通行。小

王要上下楼，必须要经过小周家

门口。装修时，小周为了室内空

间更大些，选择安装了外开门。

这扇门直接点燃了两家的矛盾

——小周家入户门向外90度开

启时，公共通道空间仅剩10厘米

宽度，其他人无法正常通过；且门

开启时，小王家视野被遮挡，存在

视线盲区。

小王曾跟小周沟通入户门一

事，但双方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社区居委会也协助进行了调

解，但小周仍坚持外开门。为此，

小王起诉了小周。

小王认为，若发生突发事件，

小周家入户门会堵塞逃生通道，

要求小周将入户门改为向内开

启。小周则辩称，自己购房后并

未改变房门位置，且安装了闭门

器，进出时门会即时自动回关，不

会对他人通行造成妨碍。

思明区法院审理认为，小周

家的外开门对小王日常出行、紧

急逃生等造成一定妨碍，存在安

全隐患。小周安装闭门器在双方

正常居住使用房屋的情况下，并

不能完全避免上述安全隐患。因

此，思明区法院支持了小王的诉

讼请求。

陪玩陪练 多元需求催生新商机
“陪伴经济”在厦兴起，个性化服务成年轻人新宠

虽然“陪伴经济”火热，但

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网络社

交平台上，消费者吐槽“陪伴”

服务的“避雷帖”屡见不鲜，比

如有人支付定金后，遭遇服务

提供者失联拉黑。“陪伴经济”

行业还面临着服务标准模糊、

责任界定不清、缺乏合同约束

等深层次问题。由于缺乏统一

规范，当服务出现纠纷时，消费

者往往陷入维权困境，不知该

向谁追责、如何取证，合法权益

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为推动“陪伴经济”健康、可

持续发展，多方协同发力势在必

行。从业者应主动提升专业素

养，用优质服务赢得口碑。相关

部门更要加快完善监管机制，明

确行业服务标准，建立健全准入

与退出机制，让“陪伴经济”在规

范中成长。 （叶子申）

记者手记

“陪伴经济”需规范

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一扇入户门引发邻里纠纷

民警及时出手
助老人转危为安

郑昉成为厦门市第15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晨报记者叶子申

实习生叶桑宇

在厦门的山海之间，一抹独

特的商业风景正在悄然生长。当

游客漫步鼓浪屿的小巷，或是攀

登万石山的步道时，总能看到这

样的身影：有人手持相机捕捉美

景，有人背着行囊热情讲解……

他们是厦门新兴“陪伴经济”的从

业者，正用个性化服务为城市消

费注入新活力。

陪游玩深受年轻人追捧
“陪同爬山、Citywalk、拍

照……”在社交平台上，厦门“00

后”女生小吴吸引了不少游客。

“我平时热爱锻炼，爬山时不仅能

帮客户拎包，还能分享沿途的风

景故事。”小吴笑着说。她的收费

标准是每小时60元，目前从事

“陪伴”工作已有半年。

和小吴一样，在互联网公司

上班的小朱也在周末投身陪爬山

工作，至今她的足迹已遍布厦门

及周边城市。“陪爬山对我来说是

‘半玩半工作’，既能欣赏美景，又

能结交朋友，目前已经接了 10

单。”

在厦门热门景点，手持相机

的陪拍师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

线。大二学生林敏，每逢假期便

化身专业陪拍师。“2小时的拍

摄，实际上要投入四五个小时，拍

摄几百张照片，再精修9-18张。”

林敏介绍，从去年6月以来，她已

接下50多单生意，服务对象涵盖

各年龄段女性，还提供化妆服务，

三个月就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记者了解到，在社交平台搜

索“陪拍厦门”，各类服务信息琳

琅满目，价格 20 元/小时-100

元/小时不等，“陪伴+拍照”模式

深受年轻人追捧。

陪运动服务助客户提升
在厦门的运动场上，体育陪

伴服务同样火热。拥有10年球

龄、大学校队经历的张先生担任

羽毛球陪练已有2年，主要提供

新手教学、喂球对抗等服务。达

到国家二级水平的羽毛球私教李

先生，一对一陪练价格更是高达

每小时300元。

厦门人小青是网球专业，除

本职工作外，在下班之余会接网

球陪练，她会帮客户整理球场的

订场指南，教客户一些简单的击

打技巧。据小青所说，目前一个

小时的陪练费用在100元左右，

一个月能接十几单。

“健身达人”赵先生凭借6年

健身经验，不仅为学员定制运动计

划，还提供“陪跑”服务，帮助对方

提升耐力速度。马拉松赛事中的

“私兔”为跑者量身定制配速计划，

在比赛中全程陪伴，提供补给、鼓

励等支持，帮助跑者达成目标。在

厦门马拉松赛场上，就有不少经验

丰富的“私兔”活跃其中。

陪伴服务可提供情绪价值
记者采访时发现，选择陪爬

山的多为久居城市的“解压族”。

28岁的IT从业者林先生选择“陪

爬天竺山”后坦言：“途中能聊摄

影、聊职场，登顶时有人帮忙记录

大汗淋漓的瞬间，比独自闷头爬

更有成就感。”服务结束后，他主

动加了陪爬员微信，说“下次想挑

战更野的路线”。

陪打羽毛球的市民中，既有

想提升球技的新手，也有苦于找

不到固定搭档的爱好者。19岁

大学生陈雨桐体验“陪练+对抗”

模式后兴奋表示：“教练会针对性

纠正发球姿势，休息时还能分享

大学生活，两小时下来既练了技

术又交了朋友，比在球馆干等散

客更有意思。”

“五一”期间，李女士带着父

母一起在曾厝垵体验“陪拍”服

务。结束后，她在社交平台分享

说，摄影师小哥不仅知道最佳出

片点，还会指导他们摆姿势，“连

我爸妈这种‘拍照僵硬星人’都被

逗得自然大笑，原图直出都超有

氛围感！”据悉，不少客户拿到精

修图后，会推荐给同行朋友或再

次预约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