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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挂牌成立

本本报报110055名名慈慈善善义义工工有有““家家””了了

曾经受助，他想捐出器官助人

此后，刘杨开始悄悄调查器
官捐献的现状。这时，他才知道中
国有150万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
者，截止到2011年12月底，仅实现
捐献163例，绝大部分患者都在等
待中死亡或正等待死亡，这个数
字让刘杨坚定了信心。

网络日志里，刘杨写过这样
一段话：如果挺不过明天，按照我
的遗愿，把能捐献的全部捐献，让
我的爱继续留在这美丽的人间，
然后把我葬在一棵白杨树下，旁
边放一块小石头，上面刻着：此处

安睡着一位渴望阳光的小男孩。
这个心存阳光的小男孩，希望自
己也能留下些什么。

下定决心，拄着双拐的刘杨
走上了宣讲之路，尽管曾在宣讲
中被打断质疑，但他仍坚持查阅
资料，用实例鼓励更多人接受器
官捐献，为更多人谋利。

工夫不负有心人，今年5月
8日，在滨州医学院，驻烟9所高
校的爱心团队成立了驻烟高校
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承光
心汇。600余名队员活跃在烟台

各大高校、医院、社区，开始了
器官捐献的宣讲之路。如今，已
有10多人成功签署了器官捐献
协议。

前不久一次不成功的手术
后，让刘杨重新站起来成了奢
望。如今，休学在家的他，只得靠
康复锻炼来一点点接近重返校
园的梦想。但这个坚持不懈的男
孩还有更大的梦想，他想在每座
城市都建立一支器官捐献服务
队，并成立救助尿毒症病人的基
金会。

拄拐宣讲，鼓励更多人参与捐献

““如如果果活活不不过过明明天天，，我我愿愿捐捐所所有有器器官官””
重病大学生刘杨希望更多人参与器官捐献，他想在每座城市都建立一支器官捐献服务队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出生两个月时就被诊断为脊膜膨出(神经管畸
形)，12岁出现脊柱畸形，高三时左腿开始麻木无法
上楼，几个月前一场并不成功的手术，让重病大学
生刘杨重新站起来成了奢望。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
梦想，他想在每座城市都建立一支器官捐献服务队。

残疾重病学生刘杨是滨州
医学院2011级临床医学专业的
学生，出生两个月时，他就被医
院诊断为脊膜膨出 (神经管畸
形)，这么多年来，拄着双拐的刘
杨已经不记得自己被多少医院

“拒绝”过。频繁往返于老家枣
庄和济南之间治疗，承受病痛
折磨的刘杨暗下决心，将来要
学医，在治疗自己疾病时也能
帮更多人解除痛苦。

可2011年刚入大学不久，刘

杨病情加重，医生给20岁的刘杨
下了病危通知，称两年内他可
能大小便失禁并瘫痪在床。

去年，拄着双拐的刘杨独
自赴北京求医，不记得被多少
医院无能为力地拒绝，“想到
明天，想到那些关心牵挂我的
人，我不能绝望。”随后的一个
月内，刘杨自制电子病例，发
给全国各大医院的医生求诊，
总共发出 1 0 0 0多份，每天收到
的回复都让他激动不已。但尽

管如此，病痛却没给他过多乐
观的空间。

刘杨没有消沉。去年，在北
京治疗时，一期手术取得初步
成功。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杨看
到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何玥

捐献器官的事迹后，被深深触
动。想到在治病过程中，许多不
曾相识的好心人的帮忙，刘杨
心存感激之余又无比愧疚，如
果能捐出器官帮到更多人，那
么生命是不是更有意义？

义工是什么？怎样才能做
一名合格的义工？12日，在齐鲁
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的
义工培训会上，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鲍寿庆说，义工
没必要扮演“苦行僧”的角色，帮
助他人快乐自己才是慈善义工
的共同心声，只有自己感受到
快乐，才能真正做好慈善工作。

在义工培训会上，鲍寿庆
主要就义工是什么、义工产生
的背景及如何做好优秀义工和
与会的105名义工进行培训交

流。从烟台慈善事业发展的实
例入手，他着重给本报义工们
讲述了如何做好一名义工。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与人
微笑，心怀阳光。”鲍寿庆说,慈善
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人自己
快乐了本身就是在做慈善。而“帮
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别
人，就是快乐自己”始终是烟台慈
善义工的共同心声，在做慈善的
过程中体味快乐、分享快乐，才是
真正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他还希望全体义工在奉献

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同时，不
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技能；在
帮助别人的同时，快乐和充实
自己；用心灵增进人与社会之
间的包容和信任，用行为加强
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发展义工的最重要意义
不在于干了多少活，而在于慈
善文化的传播，慈善意识的普
及。每个义工带动他身边的人，
将会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鲍寿庆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不快乐

不要做慈善

现场

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成立后，站内义工们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本报记者 韩逸 摄

虽然身患重病，但刘杨一直坚持宣讲器官捐献。(受访者供图)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孙
淑玉) 12日上午，齐鲁晚报烟
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正式挂牌
成立。1 0 5名慈善义工庄严宣
誓，加入到本报义工的大家庭
来。此外，长期关注本报报道的
5名公益群友踊跃报名，也想加
入本报义工中心这个新“家”。

12日上午9点半，齐鲁晚报
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正式挂
牌成立。烟台市慈善总会副秘
书长赵东丽宣读关于本报烟台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成立的批复
后，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鲍寿庆为义工中心揭牌。105名
义工庄严宣誓，加入到本报慈
善义工的大家庭，并立志为慈
善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作
为全省唯一一个坚持常年开设
公益版的媒体，宣传慈善事业
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每年近
200个公益版，除着力寻找正能
量人物、发掘平凡人身上不平
凡的故事外，还策划了大量公
益活动，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

揭牌仪式上，鲍寿庆对本报
长期以来坚持公益报道、支持慈
善事业做出了肯定。鲍寿庆说，
烟台市慈善总会走过8年的历
程，始终与《齐鲁晚报》相伴，《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长期以来踊
跃参与烟台慈善总会的公益活
动，在玉树地震、雅安地震等历

次慈善募捐活动中做出了重要
贡献。此外，《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还打造了很多品牌活动，在
传播慈善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会后，鲍寿庆还为本报慈
善义工做了全面培训。

得知本报要成立自己的慈
善义工管理中心，常年关注本报
公益报道的热心市民纷纷踊跃

报名。滨州医学院30多名长期参
与本报公益活动的同学成为首
批加入本报义工中心的“幸运
儿”。“以后我们一定会多参与公
益活动，为慈善事业做出自己的
贡献。”滨州医学院2012级应用心
理学二班的左甜说。长期关注本
报报道的5名公益群网友也报
名，想加入本报义工中心。

据悉，烟台市慈善总会于
2005年4月成立，2006年成立了
“义工分会”，成为全省最早成
立义工组织的市。而设立义工
管理中心要求注册义工要达到
100人。目前，烟台慈善总会在全
市的义工管理中心已发展到29

个，义工站发展到126个，注册义
工达37000多人。

义务扫垃圾
还经常义演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张
倩倩 ) 近日，芝罘区李女士拨
打本报公益热线称，大海阳南
街一位女士经常义务打扫小区
周边垃圾，到了冬天还主动扫
雪，方便小区居民出行，并赞

“这个女人不简单”。原来，这位
热心的女士叫孙爱华，今年 6 2

岁，周围的朋友还给她起了个
绰号叫“孙奉献”。

近日，记者来到大海阳南
街孙爱华的家里，七八十平方
米的房屋虽然不宽敞，但非常
干净。“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
干家务，出门倒垃圾的时候，要
是看到周围有垃圾就顺便扫扫
收拾了，这就是个习惯。”

孙爱华说，有居民倒垃圾
的时候不注意，倒在了地上，有
的居民遛狗时会留下小狗的粪
便，遇上了，她就顺便打扫一
下。此外，孙爱华自从退休后就
加入了舞蹈团，能歌善舞，还与
好 姐 妹 们 组 成 了“ 彩 虹 歌 舞
队”，经常跟社区居委会合作，
到各个地方义演。

值得一提的是，孙爱华的
爱人老王腿脚行动不便，她三
十多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还
因此在2005年还被烟台市妇联
授予“十佳好妻子”的称号。不
过，孙爱华说，这几年她的身体
也大不如从前了，高血压、心脏
病、糖尿病都缠上了她，但她还
是很以前一样干家务、跳舞，

“人生有限，应该多做些有意义
的事。”孙爱华说。


	J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