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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之道

三三高高官官同同日日登登记记捐捐器器官官
国家领导人、影视明星纷纷倡导捐遗，起了带头作用

邓小平夫妇

均捐遗体，骨灰入海

4月2日上午，由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和国家卫计委主办的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
宣传普及活动在北京协和医院
学术会堂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华建敏，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
李金华等人出席此次活动，登
记捐献器官意愿，以实际行动
表达对器官捐献事业的支持。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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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平
同志在后事处理上率先垂范。邓
小平1997年2月去世，捐献角膜
并献出遗体供解剖，骨灰撒入大
海。2009年7月29日，其夫人卓琳
去世，遗体和角膜捐献出来，骨
灰撒向大海，在那里与自己挚爱
的丈夫重逢。

陈云杨尚昆

都曾倡议捐遗

最早提出在实行火化之前
赞成“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陈云同
志。1 9 5 6年4月2 7日倡导火葬
时，陈云同志因工作外出不在
北京，没能参加倡导火葬签名。

1959年2月20日，他专门致函中
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
几年在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
上，志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
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
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
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
尸体解剖，因为这无损于死者
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
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
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
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较早提出并志愿捐献遗体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科学家
及文学艺术家有杨尚昆、胡乔
木、余秋里、谷牧、陈丕显、钱学
森、贺敬之等24位老同志。他们
于1983年8月16日在《人民日报》
发表了《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
的倡议》一文。

中国器官供需比

达1：30

“我们落后的不是传统，而是
相关管理的体制。”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
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2日表示，一
定要改变器官捐献现状，变为以
公民捐献为主体。黄洁夫曾表示：

“我是二十年前就已签了志愿书，
我如遇不幸，器官又还有用，我愿
意献出器官帮助有需要的人。”

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
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
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供需
比约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
国家为1∶3，中国面临严重的器
官短缺问题。

据介绍，截至2014年3月31日，

全国已累计完成捐献1611例，累计
捐献器官4382个，器官捐献志愿报
名登记人数19441名。

2007年，中国才有了首部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黄洁夫对
此指出，这只是一个器官移植的
条例，并没有涉及器官捐献，这
方面必须得完善。“我们要彻底
摆脱长期依赖死囚器官这种捐
献的方法，一定要变成以公民捐
献为主体的器官捐献。”

除官方层面之外，很多热心
公益事业的著名人士也加入这一
崭新的公益领域，其中不乏陈道
明、温兆伦、朱茵、郑培钦等明星。
在2日的活动现场，这些明星被聘
请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爱心大
使”，他们在活动中以不同形式向
社会发出支持器官捐献工作的倡
议。 据中新社、人民网

在缅怀逝者的中国传
统节日清明节前夕，2日，
陈竺、华建敏、李金华等中
国高级官员在北京协和医
院登记捐献器官意愿，以
实际行动表达对器官捐献
事业的支持。

遗体捐献率，往往是
一个国家公民文明程度
和国家卫生状况的重要
标志。邓小平和夫人捐献
了遗体，其他国家领导人
和影视明星也倡议捐遗，
但中国仍面临着严重的器
官短缺问题，供需比约为1
∶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
家为1∶3。

遗体捐献可分为部分
器官捐献和整体捐献两个
方面。捐献器官的如角膜、
眼球、脏器、皮肤、骨髓、毛
发等；捐献整体指的是无条
件地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
研单位，供病理解剖或制作
标本。遗体捐献从殡葬改革
的角度讲，应该是一种更高
的境界。

捐遗有两种

4月1日，遗体捐献者家
属及志愿者等数百名群众在
太原市遗体捐献者纪念园举
行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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