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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能，将来我愿意捐赠自
己的器官，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

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岁时不幸
成了孤儿。幸运的是，乡政府和村中心
学校老师帮助我顺利读完了小学和中
学，去年底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从小我就深切品味到人间的真情
和温馨，所以自幼便下定决心，力所
能及地多做有意义的事情，来回报一
直关心帮助我的人们。学生时期参加
过家乡的绿化造林和清理河滩垃圾，
上中学时一直是学校所属街道的学雷
锋小组成员。经历了这些，我发现自
己成熟多了。

学生时代，我便一直关注器官捐
献以及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报道，一
次次为那些志愿捐献者的壮举而感怀
钦佩，为那些接受器官的康复者欢欣
祝福。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扉
页上有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并颇有
感触：“死亡并非生命的对立面，而
将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延续下去。”
我觉得，在健康的前提下，人体的一
些器官和部位，诸如眼角膜之类，能
救人于危难，重新点燃病患者生命与
生活的希望，对于捐献者而言，无疑
是一种无尚的荣光，不光是一种爱心
善举，更是一种生命和爱的延续。

黄自宏整理

渴望救人于危难
! 阿旺旦增 西藏 藏族 士兵

你愿意捐献器官吗？相信绝大多数
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会一愣。只要
是公开场合，多数人都会回答愿意，因
为都知道这是让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延
续的好事，是功德无量的行为。

可是你真的愿意吗？我认真思考这
个问题。虽然我已为社会做了一些贡
献，但总感觉自己对社会的服务还缺点
什么，所以希望自己百年后，只要有人
需要身体的零件就给他吧，这样做了，
至少表明我依然存在。世上烦恼虽多，
也比天堂好，活着就是幸福。

我是蒙古族，蒙古族把天称为长生
天。蒙古族崇尚自然，对自然对长生天的
崇拜不是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的民族心理

素质。你知道蒙古族古代的送葬仪式么？
整个仪式充满了对自然对天的顶礼膜拜。
蒙古族人有两种葬人方式，一是天葬，这
个不必多说。第二种是土葬，人死之后用
勒勒车把特制的装置拉上，人到什么地方
从车上掉下来就埋到什么地方，因为蒙古
人相信这是上天和自然的安排。

器官捐献难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心理不平衡，因为捐献器
官再移植时医疗部门会收取高昂的费
用。而我就不考虑这些了，因为我总是
爱把人往好处想。虽然有不和谐的节
拍，但最终扰乱不了自然的和谐。还是
多做自己想做的、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
事吧。 本报记者 贺 勇采写

换种方式延续生命
! 哈斯·图力古尔 蒙古族

呼和浩特铁路局二连站蒙语翻译

目前我国每年有"#$万名患者需要
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但可供移植
的器官数量还不足"%。我认为，器官捐
献是一项造福社会、荫及后人的善举。我
个人不仅赞成器官捐献，而且百年之后
也准备捐献器官，为他人做最后的奉献，
因为这也是在延续自己的生命。

当然，器官捐献涉及法律、人权和伦
理观念，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我认为，
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和科学规范的工作
制度，才能让器官捐献工作有章可循，顺
利实施。一是应加大宣传力度，消除传统
观念。国人心里普遍存在“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识，只有利用各
种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器官捐献的
意义，让公民对器官捐献获得广泛了解

和高度认知，从而变成自愿行为。其次要
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捐献体系。目前器官
捐献工作重重受阻，发展缓慢，究其原因
就在于缺乏一套完善的器官捐献管理体
系。只有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器官捐
献体系，才能使捐献渠道畅通，分配合
理，善后机制健全，打破目前供体不足的
“瓶颈”。

我认为，中国在器官捐献方面必须
向先进国家学习，特别是应该借鉴美国、
西班牙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他们在
器官捐献管理组织体系、运作模式，扩充
供体和分配原则等方面的成功做法，接
受他们关于器官捐献领域的正确的全新
理念。只有这样，我们的器官捐献事业才
能少走弯路，健康发展。 陈希国整理

百年之后捐器官
! 何红枫 吉林省九台市园林处退休干部

中国的器官移植应该说

从上世纪&$年代就开始了，

到'$年代中期，一批从国外

学习回来的医生掌握了技

术，同时器官来源比较容易，

器官移植技术水平有了较大

提高和大范围运用。大量器

官移植手术延续了病人的生

命，在数量上居于世界前列。

但器官捐献在中国还是

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不仅

涉及医疗技术、捐献者和接收者的权利与义务，还涉及社

会、法律、伦理等许多问题。目前中国就器官捐献工作开展

了试点，政府牵头，红十字会主导，与医院等相关方面成立

了器官捐献组织，建立了信息网络和信息库，但器官捐献试

点效果不是很理想，安徽省目前仅实现两例。

捐献器官属于自愿，不能强迫，更不是买卖。我们医院

曾经遇到一例，女儿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但其养父提出要

几万元，最后只好作罢。尽管红十字会根据器官捐献者家

庭情况会给以一定经济补助，但不能交易，否则，就会出现

富人买穷人器官的情况。

倡导人们捐献器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努力，加强宣

传，科学普及，相关组织要明确就器官捐献所具备的诸如报

名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和救助激励等相关职能，建立

规范高效的捐献操作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平公正的器

官分配与共享体系。医疗机构还应建立潜在捐献者信息上

报制度，以便及时掌握潜在的捐献者信息。

本报记者 何聪 朱磊 张意轩采写

目前，中国的器官移植

技术虽然已达到世界水平，

但愿意捐献遗体或器官的人

还是非常少。我是个医学工

作者，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在

苦苦等待，对此也很忧心。

个中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受传统伦理观念的

影响，很多人对于捐出自己

的遗体，感情上很难接受；对

家属来说，亲人的尸体要被

解剖，一时半会儿心理上还无法接受。

二是我们的服务意识也需要改变，需要用人性化的服

务来推动器官捐献自愿氛围的形成。(年前，我去台湾一所

大学访问，看到人家的器官移植做得很好，有相当一批志愿

者登记在册，一旦有人表示愿意捐献器官，院方的后续工作

做得很好，会有专人与有捐赠愿望者一直保持联系，告诉他

们，如果捐献器官能有多大的贡献，能帮助多少人，捐献之

后，还可以举行隆重的有家属参加的仪式，展示捐赠者的照

片和生平事迹，使器官捐献变得很神圣、庄严。此后，还会与

家属保持沟通，随时给予慰问。这些人性化的服务，使捐赠

者和家属都会感到温馨，受到鼓舞。

因此，器官捐赠虽然是件善事，但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

都捐献。需要通过人性化的服务，使公众认识到，本来不能

再发挥作用的健康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和角膜可以

帮助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病人，可以让这个器官继续

发挥功能，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本报记者 叶晓楠采写

倡导人们捐献器官
! 许戈良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立医院院长

服务应该人性化
! 周 梁 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教授

我从 )* 岁开始就无偿
献血，至今已坚持近 )$年。
我还多次有过想登记成为骨
髓捐赠者的念头，然而多方
打听才知，我所在的县城尚
无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必
须要到省城的甲级医院才
行。同样面临尴尬局面的还
有器官捐赠领域。究其原
因，我认为是奖励机制与善
后机制尚不健全。

事实上，公民自愿捐赠器官，不仅是良好道德风尚的
体现，也能从源头上杜绝猖獗的非法器官交易。我觉得，
能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与捐赠器官的人，决不是因为缺钱或
沽名钓誉，而是渴望获得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与满足。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捐赠器官，从提出申请、反复体
检到归类建档、入库，程序比较繁琐，也相当费时，一些
志愿者在经历了长时间与一些环节的“折腾”之后，热情
被消磨殆尽，继而望而却步，顾虑重重。

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赤条条来到人间，完完整整离
开”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最令他们感到疑虑捐献的是，告
别人世后还得受千刀万剐的罪，即便自己愿意，家人却未
必忍心答应，毕竟这涉及到人伦道德的因素。捐献的前提
和关键在“自愿”，要想让志愿者生前能够彻底抛开和放
下自己与家人的世俗观念与疑虑，捐得坦然轻松，没有后
顾之忧，更没有遗憾，建立完善器官捐赠的奖励善后机
制，便显得迫在眉睫。

辛海天整理

器官移植是个令人心痛
的话题，一方是因病变等原
因缺失急需的器官，即将丧
失生命的患者；另一方是将
要或已然失去生命，而部分
器官健康“富余无用”的捐献
者。两方都是令人同情、需要
关怀关爱的。有缺失急需，有
富余无用，那么互补岂不是
好事？

人体固然受之父母，只
要对父母多尽孝即可。科学告知我们，人身就是碳水化合
物，某一个器官，只有让其在适宜的位置上活着，才能发挥
出作用，才有意义，不然投入火中、埋在土中也是化为尘埃。

曾看到的报道拨动了我心弦：美国父母因孩子患病失
去生命，把其器官捐献给'个需要的人，他们欣慰孩子的一
部分仍然在保持着生命，孩子的生命开了花。去年'月(日的
大河报也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岁的少年徐昌车祸身亡，痛
苦的父母替儿子做出决定，捐出肝、肾，救活了(个同龄人。
由此，徐昌成为河南年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

我为这些故事感动。捐献者以另一种形式“活”了下
来，成就了别人新的健康生命。这是天地间的真爱、大
爱。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因为
缘，通过器官移植实现了和合共生，共存，共爱。

中国器官捐献仍处在艰难徘徊阶段。有了适宜的机会，
我要在企业文化中融入这种理念，引导员工消除顾虑，破除
陋念，代以另一种生命观，在心中树立大爱观。这是最好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生命延续，大爱无疆。鲁 钊整理

建立奖励善后机制
! 凌 涛 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草坝村 农民

和合共生中传承爱
! 孙君庚 河南想念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新 闻 回 放

捐献信息全国联网
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日前举行的全

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透露，中国

目前已初步建立全国器官移植和捐献体系，

从 !月开始，器官捐献将从之前的 "#个试

点省份扩展到所有省份，器官捐献志愿者

的信息将实现全国联网。

自$%"%年!月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开展以来，截至今年&月&&日，共实现捐献

'(#例，捐献大器官)*+,个。拯救了数以千

计的患者。其中，捐献例数在前三甲的省份

分别是广东、浙江和湖南。

据悉，目前国内公民间的自愿捐献只占

极少的一部分。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是西

班牙，平均每百万居民中有!,名捐献者，中

国内地只有%-+!名，两者相差)+++倍。

您愿意捐献器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