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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生命银行” 新增200多名志愿者
驻烟高校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昨成立，这也是烟台 首支服务队，承担着捐献宣传的使命

活动现场，服务队发起人刘杨分
享了自己艰难的求医经历和对器官捐
献的理解。

“一次和一位盲生聊天，她聊得最
多的是她对童年的记忆。她谈到记忆
中树杈的形状，花儿的颜色，和记忆中
简单汉字的笔画。她告诉我：‘我这辈
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看见的时候去
看一看大海，现在我来到了烟台，大海
就在我身边，可我却再也看不到了。’”
刘杨说，“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决
心不管未来的道路有多难，我一定要
把这件事做好，给那些绝望的病人希
望，给那些看不见的孩子光明。”

听到这里，下面不少同学的眼睛
都湿润了。而坐在第一排的嘉宾万美
凤更是情绪激动。轮到她发言时，原本
不少的发言稿几乎哽咽着读完。去年
10月，万美凤的丈夫李宏林因脑胶质
瘤术后复发去世，按照李宏林的遗愿，

他无偿捐献了一副肝脏和两个肾脏，
救活了3个素不相识的人。

“我完成了他的遗愿，3个人可以
获救也是他生命的延续，感谢之前那
么多人对我们的帮助，希望更多人响
应这个事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万
美凤最终没有控制住，还是流泪了。

此时，刘杨赶忙上前安慰，“万大
姐，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向你学
习。”“我们做的都是平常的事情，没有
什么也没有那么伟大，你很坚强，希望
你早日健康起来。”万美凤说。说着，两
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相互激励，在场的
人无不动容。

“我深深理解她的感受，没想到对
她触动那么大。”会后，刘杨说，“感谢
万大姐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向高校
大学生以及社会上的人们宣传器官捐
献知识，提高人们的器官捐献意识及
动员更多的人加入这项公益事业。”

现场>>

感同身受，发起人和嘉宾相拥鼓励

原因>>

传统观念让不少人有顾虑

刘杨和他的同学曾做过一项问卷调
查，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对待器官捐
献的态度上与 3 0后、4 0后没有本质的区
别，反而有了更多顾虑。

刘杨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毁伤，孝之始也。”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仍是阻碍器官捐献的拦路虎。

不少人对器官移植十分敏感，在领驾
照时要其签器官捐献，会被认为是晦气之
举；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便本人同意签署
器官捐献，但其家人并不同意，类似事情，
时有发生。

除此之外，还有对政策法规的不了
解和误解。“不少人由捐献器官联系到献
血——— 人们免费献血，但血用到了患者
身上，医院收取高额费用，由此难免出现
这样的场景：人们把器官捐出来，医院卖
给患者动辄数十万元，医院成了最大的
获利方。甚至还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一
些无良医院利用信息不对称，或别人无
法掌握的专业知识从中获利。”刘杨说，
这当然只是猜测，但人们之所以有此担
忧，正说明对相关部门出现了信任危机。

格延伸阅读

“在美国，国会曾立法，为登记
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减轻个人所得
税，使器官捐献的观念深入人心。
为更好地激励捐献者捐献，有学者
建议，给愿意器官捐献者一定优惠
政策，如驾驶证办证、换证绿色通
道，或免费换发证等；还有人建议，
通过财政补助、社会捐赠以及受益
方定向捐赠等方式筹集一笔基金，
给予器官捐献者一点道义上的安
慰。或者，捐献者家属可优先移植
器官。”刘杨说，诸如此类，皆可一
试。其实，为进一步激励捐献者，不
妨开诚布公，公开讨论，让公众建
言献策，如此一来既可鼓励公众参
与，发挥公众的参与热情，还可以
在全国倡导一种新风尚，有利于推
动人们观念的转变。

另外，大多数人都知道器官捐
献，但对于哪些器官可以捐献、可
以通过哪些途径捐献并不清楚。其
实正确的捐献途径为联系红十字
会或者联系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我们在大学宣传器官捐献知
识，一方面工作阻力会比社会小得
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将器官捐献
知识向大众传播。”刘杨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如何推进

这项公益事业？
隔记者 李楠楠 报道

本报5月8日讯 5月8日
世界红十字日当天，驻烟高
校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在滨
州医学院成立。现场发生感
人一幕，服务队发起人———
重病残疾大学生刘杨和出席
嘉宾——— 器官捐献者家属万
美凤现场相拥而泣，相互安
慰。

8日，烟台市红十字会副
会长于才己为烟大、鲁大、山
工商、滨医等8所驻烟高校器

官捐献志愿服务队现场授
旗，烟台高校器官捐献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现场200多
名大学生正式成为器官捐献
志愿者，这也是烟台第一支
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器官捐献志愿者包含两
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志愿
捐献自身器官的人，一个是
宣传器官捐献的人，二者承
担的角色同样重要。志愿服
务队成立后将开展社会宣
传、临终关怀、对贫困的捐献
者家属进行帮扶等活动，以
此来唤醒和提高市民的器官
捐献意识。

服务队发起人滨州医学
院大二学生刘杨说，“我本身
有这种经历，我对那些在绝
望中的病人对未来的那种渴
望特别理解，就特别想为器

官捐献做些事情。我感觉我
们得做一些事情，这是非常
有意义的。”

烟台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于才己说：“年轻人参加器官
捐献的活动，对于破除传统
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
们回去以后，把器官捐献的
意义和作用，进行广泛宣传，
使大家改变过去传统的观
念，对以后工作的开展起到
一个促进作用。”

据了解，服务队发起人
刘杨是一名90后，山东枣庄
人，是就读于滨州医学院(烟
台校区 ) 2 0 1 1级临床医学的
一名残疾重病学生。

多年的病痛曾让他体会
到了绝望的滋味，并决定将
自己的器官捐献，帮别人摆
脱这种绝望。

现状>>

烟台器官捐献8例，37人获救

据了解，器官移植技术上个世纪50年代起
逐渐成熟。但2010年以前，尽管医疗技术与时
俱进，但我国人体器官捐赠体系从硬件构建到
价值观建立一直停留在落后阶段。2010年1月，
国家卫生部正式委托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独立
的第三方公益组织，来承担器官捐献工作。

从2010年3月我国开展器官捐献试点以
来，目前已有19省、市、区加入试点，但实现自
愿捐献仅659例。目前，山东省共有13家医院获
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实现器官捐献42例。“目
前烟台已经实现器官捐献8例、角膜捐献13例、
遗体捐献18例，位于全省前列。”烟台市红十字
会副会长于才己说。

烟台市共有两家试点医院(107医院和毓
璜顶医院)，目前已成功实现器官捐献8例，共
获得16个肾脏、8个肝脏和13个眼角膜，挽救了
37人的生命或使其重建光明。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
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可只有约1万人能完成
器官移植，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是
150∶1。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平均数是20：
1—30∶1，美国是5∶1，英国是3∶1。由于缺乏自愿
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刚发言完的万美凤情绪十分激动，刘杨赶忙上前安慰她。
记者 赵金阳 摄

▲驻烟高
校器官捐献志
愿服务队成员
宣誓。 记者

赵金阳 摄

万美凤
丈夫的遗体捐
献后，救活了3

个素不相识的
人。讲话中，她
想起了自己的
丈夫，数度哽
咽。 记者
赵金阳 摄

器官捐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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