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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的背后，是一朵朵新的生命之花在
绽放。2021年3月，省红十字会拍摄宣传短
片《依然少年》，28 位器官移植接受者以感
恩的姿态，在镜头前喊出：“我 3 岁了！我 5
岁了！我15岁了！”

然而，还有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在期
待着“春天”的到来。相对于社会实际需求，
浙江器官供应目前依然短缺。根据浙大一
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院 2021 年等待肾
移植的患者超过 5000 人，但是实际的移植
只有330人。

“已经等了好几年，不知道死亡和移植
手术哪一个先到。”一位器官衰竭患者在网
上，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这也是很多患者的
无奈。

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市民群众虽然
听说过器官捐献，但对器官捐献的报名登
记、捐献实施等具体情况还不是太了解。记

者 在 杭 州 等 地 对
一些市民

进行随机调查中也发现，八成以上市民称没
有深入了解过器官捐献知识，社会公众对人
体器官捐献的知晓率和认可还需要进一步
提升。

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人员介
绍，在工作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子女登
记了人体器官捐献，父母打电话来要求撤销
登记；老人想要登记器官捐献，但是子女不
同意。曾经有一位退休教师，在病危之际希
望登记器官、遗体组织捐献，但是家属不同
意，因此他希望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上门做
做家人的工作，但是遗憾的是，他家人仍然
不同意，他最后的心愿没有办法实现。

器官捐献，连接着逝去和新生，传递着
爱和希望，要想让更多的器官衰竭者得到新
生，我们期待更多的爱心。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一爱心事业中
来，我省相关部门从关爱捐献者家人入手，
让这个特殊的人群得到社会的尊重。2015
年，省红十字会设立“小桔灯”器官捐献者孩
子助学项目，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筹资，为
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帮助，根据
不同就学教育阶段为孩子提供额度不等的
资助。

不少器官捐献者是家中的顶梁柱，他们
骤然离去让整个家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他们
的未成年子女可能面临生活、学习的困难，

“小桔灯”助学项目可以照亮他们的求学
路。刚刚过去的暑假，衢州市共排查出 40
名符合助学条件的孩子；湖州市红十字会给
孩子们发放了“开学礼”；绍兴市、金华市红
十字会组织别具特色的夏令营；省红十字会
本级第一批 95 名助学孩子已经在新学期开
学前收到助学款。

在助学项目开展的同时，捐献者的父母
也被关注到。2018 年，省红十字会启动“你
留下爱，我帮你行孝”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
老人关爱项目，关心、关爱捐献者家庭的失
独或失养老人。

各地也通过相关的条例，推动器官捐献
工作的进行。2018 年 10 月，《湖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九条明确
规定，全社会鼓励器官捐献行为，至此，全省
11 个设区市，均在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对
器官捐献进行鼓励。

为了让捐献工作走进群众的视野，越来
越多的公益广告刊登在公交车、户外大屏、
广告牌⋯⋯面向居民开展宣传；浙江遗嘱
库、钱江陵园等地纷纷设立捐献宣传登记
点，为市民提供便捷的登记服务；“西湖毅
行”作为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主题宣传品牌
活动，自2016年开展以来，更是得到了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支持。器官捐献知识
被纳入全省高三教材《人·自然·社会》，正式
进入学校课堂。

最近，省红十字会再次发出倡议：关注
器官捐献，加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队伍，
一起为生命接力，为生命喝彩！每一个有意
愿在身故后捐献器官（遗体、组织）的市民，
都可以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公众号，完
成报名登记。接下来，省红十字会将继续加
大社会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活动、公益发布、
讲好捐献故事等方式，树立榜样的力量，提
高社会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知晓率，让“生前
多贡献、身后再捐献”的理念深入社会基层、
走进群众身边，进一步推进社会精神文明新
风尚。其次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包括企事业
单位、志愿者、爱心人士对器官捐献支持，争
取出台更多的捐献者家庭褒扬机制，推动人
体器官捐献事业健康发展。

一位受益者曾写下：“你给我的不仅是
器官，更是生命和希望。”如今，随着浙江器
官捐献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多人的观念
正在转变，捐献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下最后的“生命礼
物”。

2000例，是一个新的开始。

期待更多人留下“生命礼物”

我省器官捐献工作在全国首届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一,启动至今已突破2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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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星，
干嘛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写下这段话的作家史铁生曾多次在作品中表达身后器

官捐献的意愿。2010 年，史铁生因病去世，他的肝脏在一
名器官衰竭患者的身体里重生。他终于成为了自己笔下的

“星星”。
近日，浙江器官捐献突破2000例，共帮助6000余名危

重症患者重获新生，近 4000 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这
2000余位大爱人士，也像2000余颗星星，为身处黑暗中的
人们带去光亮。前不久，我省的器官捐献工作在全国首届
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一。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自2010年正式启动，迄今已
12 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
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捐献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
是近年来，从“些许微光”到“繁星点点”，器官（遗体、组织）
捐献的理念正走进千家万户。

7 月 16 日上午，开化 7 岁男孩辰辰被推进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之江院区，接受器官捐献手术。他完成
了肝脏、双肾和小肠的捐献，为5位重症儿童带去生的希望。

“我之前看过不少器官捐献的报道，孩子回不来了，如果
捐了器官，他能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世上，也能给我们留下点
念想。”被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捐献儿子的器官，辰辰的母亲
说。

辰辰是不幸的，生命之花尚未绽放就已凋零，然而，他
的生命在另外 5 个孩子的身上延续，这让辰辰以另一种方
式，继续活在世上

生命，因其短暂和仅有一次而显得更为宝贵。在生命逝
去时，这些大爱人士战胜了时间，使生命的价值得到升华。

12 年来，那些“向死而生的大爱”捐献者历历在目，他
们跳出了时间，变成了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舟山小男孩余东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8 岁，他让 5 位
器官衰竭患者获得新生，2位失明者重见光明。

24 岁姑娘黄智超，穿着婚纱向她所热爱的世界告别。
她留下的器官与眼角膜，让5人重获新生，2人重见光明。

42 岁的女医生陈怿，在她奉献了 18 年青春汗水的嘉
兴市第一医院完成了肝脏、肾脏、角膜捐献手术，使 3 人重
获新生、2人重见光明。

还有湖州市出生 6 天的小毛豆、衢州女孩熊雨馨、现
役军人王启鹏、东阳大一学生沈奕辰⋯⋯一个个生命在陨
落之际，以爱心回馈社会，绽放出了一朵朵新的“生命之
花”。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12年，实现了从年志愿登记
200余人到年志愿登记超6万人，从年捐献2例到年捐献超
过300例的跨越式增长。捐献登记者中，54%是30岁以下
的年轻人，45岁以下人群占到总数的约92%。

捐献者来自社会的各个群体，有公务人员、医护人员，
有教师、学生、军人，甚至还有移植等待者、移植受者及家
属。这些看似平凡的普通人，用特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
谢幕，在人生的终点，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素昧平生的患者生
命。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诠释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自愿无偿、高尚利他
的捐献理念。

今年清明前夕，省红十字会收到了一位器官移植受者
送来的两封信和一段不久前录制的心跳音频。心脏原来
的主人在 4 年前已经离开了，而它背后有着一个生命馈
赠另一个生命的动人故事。

心脏的新主人叫蒋惠
君，今年 48 岁，因肥厚
性非梗阻性心肌病
几 度 生 命 垂 危 。
2018 年 6 月 13
日，无比幸运
的 蒋 惠 君 匹
配 到 合 适 的
心脏，经过几
个 小 时 的 手
术，她终于获
得了新生。

“尽管接受
了移植手术，但我
的心情却格外沉重，
因为在我获得重生的
同时，有一个年轻的生命
已经远逝。”蒋惠君告诉记者，
因为器官捐献遵循“双盲”原则，
所以她无法直接向捐献者家属表达感
激，只能每天摸着自己的胸口感恩，带着

“捐献者”一起去看美好的世界，一个人要活出两
个人的精彩。

向死而生，变成闪亮的星星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建德姑娘刘静芝的
墓前，发现这里又多了很多束鲜花。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不少人赶来，献上
一束花，表达思念和敬意。”建德市红十字会
专职副会长蒋樟茂感叹。

2018 年春节，无数人都被一位姑娘深
深感动，她就是 24 岁的刘静芝。2 月 15 日，
她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她将自己的心
脏、肝、肾、眼角膜等所有器官捐出，给至少
4位器官衰竭的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

刘静芝的故事经浙江新闻客户端首发
报道后，迅速引发社会反响，浙江日报跟进
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全国
数百家媒体转发，更有数万名网友留言，还
有网友为她建立网上纪念堂。

而这种大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
在刘建芝的家乡建德，在她的感召下，越来
越多的市民认可、支持器官捐赠、遗体捐赠，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器官捐赠登记的市民数
量迅速增加。

“过去，很多人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认
为器官捐献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但刘
静芝的故事，给大家的心灵极大的震撼，也
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蒋樟茂介绍，目前，
建德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 2014 人，其中，
1847 人是在 2018 年之后登记的，在刘静芝

之前，建德只有 3 例器官捐献者，而刘静芝
之后，全市已有14例捐献者。

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而生命的宽度是
无限的，如何能让生命承载的意义更宽广？

2016 年，地处诸暨、义乌、浦江三地交
界，总面积约为 61 平方公里的诸暨市安华
镇，54 名村民集体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
答。他们陆续通过诸暨市红十字会签下器
官捐献及遗体捐献志愿登记表，用这种特殊
的方式为他人生命的延续与医学事业的发
展作出贡献。

这一场爱心涌动的人体器官及遗体捐
献热潮背后，离不开安华镇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负责人何国良的身体力行与大力倡导。

今年 86 岁的老何，至今仍然活跃在红
十字志愿服务一线。作为一名从上海退休
回乡的老干部，30 年前他就成为了一名眼
角膜与遗体的志愿捐献者，2016 年开始，他
与志愿者一起，在全镇范围内发起无偿捐献
人体器官（遗体）志愿活动，鼓励越来越多的
村民主动加入捐献队伍。

目前，安华镇霞丽，矿亭等村共有 146
名村民签订器官捐献意向协议，年纪最大的
90 岁，最小的 24 岁，4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
到三分之一，其中安华镇新一村周中寿一
家，两夫妻一对女儿再加上一位女婿，五个

人全部加入了捐献登记者的队伍。这些年
来，已经登记捐献的志愿者一直在向周围的
人宣传，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件事。

“从文明自己到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绍
兴这座古城一直在散发着爱的温度。这也
让文明绍兴成为绍兴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
自觉行动。器官捐献，大爱行动，希望通过
全社会的宣传推动和共同努力，让‘人人支
持、人人参与、人人奉献’成为一种追求，在

‘舍小我、为大家’中展示更强大的生命力
量，它将点燃更多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符合
新时代的社会文明潮流，必将为文明新乡激
发出更多、更大的文明正能量。”绍兴市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说。

201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
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
官或遗体。我省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宁波
老党员陈财龙、“天使奶奶”胡秀芝、衢州司
法干部何有木、衢州公安民警杨建军、义乌
农村基层党员傅云菊等一大批党员干部都
在生前表达了器官捐献的意愿，在身故后
将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奉献给社会。这些党
员干部的大爱，有力推动了器官捐献事业
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新风尚的
形成。

从些许微光到繁星点点从些许微光到繁星点点

每一例捐献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
伤与坚强，捐献者的家属，也有很多话想对自
己的亲人说，也有一些祝福，希望通过本报，
传递给受捐者，我们摘录了其中的一些。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夜深想你的时
候，姐姐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我们挚爱
的月月，你正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时，以一种让
我们无法接受的方式永远地向我们告别了，
现在唯一能让我们欣慰的是你又以一种别样
的方法鲜活地存在于世，在你生命凋零的那
一刻又在其他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月月和
我们共同希望那些受捐的亲人们在收到月月
的礼物后，健康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愿你
们生如夏花般的灿烂着！

——刘静芝姐姐
（刘静芝，小名月月，1994年 7月生，建

德人。2018 年 2 月 15 日，刘静芝突发脑溢
血去世，其家属根据她生前意愿，决定捐献
心脏、肝、肾、眼角膜等组织器官。4 名器
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成功接受器官移植手
术，重获新生。刘静芝去世后，母亲将其生
前节余 6万元全部捐出，并追加 5万元成立
助学基金，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完成
学业）

东宝离开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
陌生人都来关心支持我们，其实我们收获
的爱远远超过了我们付出的爱。捐献器官
以后，想到东宝的心脏在另一个生命身上
跳动，我就感觉他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
界，器官捐献看似帮助了别人实则救赎了
自 己 ，付 出 爱 的 同 时 也 慢 慢 地 治 愈 了 自
己。我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我相信爱本
身就是一场奇迹。

——余东臻母亲
（余东臻，2012年 9月生于舟山，2020年

8月 7日，8岁的余东臻因车祸不幸离世。余
东臻的父母决定通过捐献器官的方式，让儿
子的生命延续下去。最终，余东臻救助了 7
人，有 5位器官衰竭患者获得新生，2位失明
者重见光明）

孩子，你和妈妈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么，
多希望我能被你和你妈妈一起拽着出去陪你
玩耍陪你疯，别怪爸爸私自替你们做了这个
决定，我想让你以另外一种方式看看这个世
界，也希望受捐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小毛豆父亲
（湖州的小毛豆出生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因为羊水栓塞，孩子的母亲抢救无效不
幸离世；孩子也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当
年 4月 24日，小毛豆因重度窒息不幸离世，
父亲小毛忍痛替女儿做了一个决定：捐献一
对眼角膜和一对肾
脏。这些器官救治
了一位重症患者，也
使两位盲人重见光
明。而这位小天使，
也成了浙江省最小
的器官捐献者之一）

捐献者家属寄语

浙江省每年捐献者人数（2010—2021） 浙报制图：邬雯雯

数读

杭州钱江陵园的石碑上镌刻着器官捐献者的名字。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摄

1. 家 人 在
捐献者刘静芝

的墓前。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摄

2.移植受者感谢捐献人。
省红十字会供图

3.志愿者上街宣传器官捐献。
省红十字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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