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渠道不畅、传统观念、家属意愿……

多重因素挡住人体器官捐献路
本报记者 李金金 王健

退休职工郭永民(化名)：“帮别人，也在为自己买保险”

郭永民是利津县一名普通的退
休职工，今年春天，他从新闻上知道
了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消息，“让生
命延续下去”，他很快做通了家属的
工作，主动拔打了东营市红十字会
的联系电话，不仅成为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还是一名遗体捐献志愿
者。

2011年12月23日下午，记者拨通
郭永民的电话，他和老伴正在老伴
的老家烟台。他告诉记者，自己家是
东营利津，退休后经常关注新闻，刚
开始知道这个消息时，就觉得人体

器官捐献这个东西很神奇，“自己的
器官可以在另一个人身上存活。”郭
老说，特别是看到日照一位农妇去
世后，她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以
及两个眼角膜，居然救了三个人的
生命，让两个人恢复了光明。郭老作
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退休后还
有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
感到很欣慰。

“家属没问题，老伴也同意了。”
郭老告诉记者，老伴并没有反对自
己的决定，他给老伴讲了人体器官
捐献的好处，“一个人去世了，而他

的器官依旧可以存活，这是生命的
延续，否则，人死去后什么也不会留
下。”

郭老表示，社会上应该有更多
的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的队伍
中，“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买
了一份保险。”谁也说不准自己的一
生会一帆风顺，万一出现意外时，有
及时的捐献器官的人为你或你的家
人所用。所以，只有更多的人参与到
这件事情中来，这个社会才会充满
和谐。

本报记者 李金金 王健

油田女职工韩女士：“家属不应成为捐献的阻力”

去年12月18日，本报C08版报道
了《人体器官捐献东营只有15人》的
消息后，油田女职工韩女士主动拨
打本报电话，有意向填写人体器官
捐献自愿书。经记者沟通，韩女士联
系上了东营市红十字会，而《人体器
官捐献自愿书》上家属签字一栏却
难倒了韩女士，家属不同意，同样不
能成为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韩
女士表示她会认真做家属的思想工
作，她说：“家属不应当成为人体器
官捐献的阻力。”

韩女士告诉记者，很多年前，她
就有人体器官捐献的想法，让逝去
的生命在另一个活着的生命上延
续，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韩女
士表示，现在终于与东营市红十字
会联系上了，“能成为一名人体器官
捐献的志愿者，也了了我一桩多年
的心愿。”韩女士说。

然而，让韩女士非常为难的事
情又出现了，“我以为捐献器官是我
自己的事情，没想到还要征得家人
的同意。”韩女士说，自己的老人多

少忌讳这个，不支持这么做，而丈夫
和孩子也不大同意自己的想法，即
便如此，韩女士表示，“我会继续和
他们做工作。”

韩女士告诉记者，人体器官捐
献是件好事，其实只要大家想开了，
人人脑海中都会有这个想法，“让自
己身体的一部分继续生存下去。”并
没有多么可怕，也没有恐惧感而言，
她相信，通过她的努力，家人一定会
同意自己做出的决定，

本报记者 李金金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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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自愿者付红(化名)：亲人突然离去，有了捐献愿望

在东营仅有的15名填写人体器
官捐献自愿书的人群中，49岁的付
红是最早填表的人之一。2004年，一
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她哥哥的
生命，巨大悲痛的同时，她也深深感
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而让生命
延续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器官移
植在另一个生命当中。于是付红从
网上搜到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知
识，主动找到红十字会填写了人体
器官捐献自愿书。

付红在东营一家大型医院从事

后勤工作，虽然不是直接从事医护
工作，但每天的工作也与医疗工作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付红告诉记
者，当时哥哥的心脏停止跳动时，身
上完好无损的器官都没有了作用，

“最后只能化为灰烬。”
当时她就想，如果能将哥哥这

些完好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不仅
救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也可以让亲
人的器官继续存活下去，“有些人死
了，但他的器官依然活着。”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她不断从

各种渠道了解人体器官捐献的相
关知识，付红说：“了解之后，其实
很简单，只要自己愿意，征得家人
同意，在红十字会填写个表格就可
以了。”

找到了捐献渠道之后，付红很
高兴。2005年，她通过各种方式，说
服了自己的女儿在人体器官捐献自
愿书上签了字，填写了《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自愿书》，光荣地成为一名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李金金

东营人口近200万人，而填写《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的市民只有15人。连日来，记者在采访及发放的调查问卷
中了解到，人体器官捐献渠道不畅、传统观念、家属不同
意等成为制约人体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而人体器官捐
献也如同“过关斩将”一样，需要冲破层层关卡，才能成为
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有意向捐献

人体器官的人群仅为6%

据记者随机发放的 5 0 份
调查问卷显示，仅有 3人有意
向捐献人体器官。影响大多数
人捐赠意愿的因素为传统观
念及家属感情，其比例分别占

到44%和40%，而在家属不同意
捐献的情况下，有 6 8 %的人群
选择放弃捐赠，另 2 6 %的人选
择与家人争辩，只有6%的人选
择要执意捐赠。

40岁的市民吴春霞在东营
西城做小生意，当记者提及人体
器官捐献一事，她急忙打断了记
者的话，“不要说这个话题了，很
晦气。”她说，她从未考虑过人体
器官捐献这件事情，也没有这么

“伟大”，提及这个话题会感觉到
很晦气，很可怕。

26岁的王涛(化名)在东营一
家大型企业工作，大学毕业的他

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但提及人
体器官捐献这件事，他仍有强烈
的畏惧感，当记者要求其填写一
份《人体器官捐献调查问卷》时，
他直接填也没填，就婉言谢绝
了。

在记者发放的调查问卷中，
年龄在40岁的以上的人群，有七
成市民对此更为敏感，不接受调
查。

市民对人体器官

捐献很冷淡
渠道不畅 传统观念家属不同意

“宣传不到位，传统观念的
影响，以及家属不同意等是制约
人体器官捐献的主要原因”。据
东营市红十字会孙会长分析，目
前有很多市民不知道有捐献器
官这回事，还有些市民很早就有
捐献的意愿，却不知道通过何种
渠道。而红十字会只能依靠举办
的一些活动，向市民灌输器官捐
献的思想，但是这种宣传力度还

是很小的。
另外，孙会长表示，中国人

的传统观念也是制约人体器官
捐献的一大因素。“人死后要留
个全尸”、“人死后要上天堂”的
传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人
体器官捐献会与死亡联系在一
起，很多人提及此事，会有强烈
的抗拒感和恐惧感，“不要说捐
赠，就连提也不愿提起。”

孙会长介绍，过了渠道不
畅、传统观念两大“关卡”之
外，还有一道重要的“门卡”，
同样会“卡”住有意愿捐献者
的道路。“器官捐献是在一个
人逝世之后，后世一般要经其
亲属处理，所以家属必须同意
其器官捐献的意愿。”孙会长
说，多重因素制约着人体器官
捐献之路。

A 、传
统 观
念

44％

C、家属感
情40％

B、社会舆论14％D、捐献程序2％

影响市民捐献意愿的示意图

2011年12月19日，本报C08版报道了“东营人体器官捐献只有15人”的消息。

● 个例采访

在国外，有些国
家采用了这样一种器
官捐献模式，在市民
申请驾驶照的时候，
根据市民的个人志愿
填写“人体器官志愿
捐献申请表”。也就是
说，如果市民根据个
人志愿表示愿意在出
现意外时捐献个人器
官，一旦发生意外交
通事故，相关负责部
门就会根据人体器官
捐献流程进行器官捐
献。

2011年4月份，中
国卫生部曾表示，大
陆有望年内实现申领
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
意愿登记，但根据网
络上的民调显示，有
超过九成的网友对这
项政策表示了明确的

反对。很多网友表示，
“怕晦气，刚领驾照却
要谈‘死’的问题”。中
国人传统上忌讳在生
前谈死亡，不愿意考
虑死亡之事。在申领
驾照时，填写登记器
官捐献，许多人很忌
讳，他们忌讳谈死亡，
也就谈不上自愿捐献
器官的问题。有网友
就在评论中说，领驾
照本是件好事，但同
时填写器官捐献书，
怎么看都觉得晦气。
这种怕晦气的心理会
让很多人避谈死亡，
自然也就不会去想死
亡之后的事情，器官
捐赠登记也就无从谈
起。

(李金金 王健
整理）

国外经验难以推行
传统观念制约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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