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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出出你你的的故故事事，，一一起起读读懂懂母母爱爱

本报济南5月5日讯（记者
张泰来）“天上的星星不说

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本周
日，母亲节就要到来，或许您此
刻就陪在母亲身边，也有可能
您不得不一个人远离母亲在外
打拼，但不管身在何方，母亲总
是温暖的港湾，总在指引着回
家的方向。人生路上母爱给过

你怎样的感动，不妨趁这个时
候好好回忆一下，通过一段文
字、一张图片、一条音频表达对
母亲的感恩之心。

本次征稿活动分为两部
分，一是征集“我与母亲的深情
故事”，故事可以发生在过去也
可以就在眼前，事无巨细，均可
投稿分享，我们会择优通过报

纸和新媒体刊发。
二是晒晒母亲节送出的礼

物，说说这份礼物背后的故事。
面对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很多
母亲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节
日，也从不会苛求儿女的礼物。
这个母亲节，您打算送给母亲
什么礼物，一件舒适的衣服、一
个健身的理疗器材还是一句深

藏心中从未说出的深情告白？
您可以拍下照片投给我们，也
可以写下其中的故事，我们将
择优刊登。

以上投稿内容不拘形式，
可以是一段优美的文字，也可
以是照片、视频，H5超文本画
面，甚至是想对母亲说的一段
语音音频，只要有真情实感愿

意与广大读者分享均可参与活
动。

活动参与方式：
1 .拨打本报96706热线电话
2 .将投稿内容发至邮箱

woxinwen@126 .com
3 .齐鲁晚报客户端齐鲁壹

点届时也将开辟征文专区，为
您投稿、投图、投视频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周国芳

作为顶梁柱
父亲捐肾的较少

“这几天就有好几位母亲
给子女捐献肾，母爱真是太伟
大了。”作为从事肾移植等泌外
诊疗的专家，省立医院泌尿外
科医生孟慧林很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自我国全面停止
死囚器官捐献以来，器官移植
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居民死
亡器官捐献，一是亲属活体器
官捐献。

省立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

长张美霞介绍，该院去年大约
做了30多例肾移植，其中，有
15位患者是亲属活体肾脏移
植，而在亲属移植中，母子移植
的又占了2/3左右。最近三周
做了3台亲体肾移植手术，都是
母亲捐肾给孩子的。

其实，不仅是在省立医院，
在齐鲁医院、省千佛山医院等
具备肾移植资质的医院大都存
在类似的情况。齐鲁医院器官
移植中心主任田军也表示，在
亲属肾移植中，母亲捐献占比
最大。

“确实，母爱的伟大总是不
断地感动着我们。”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及肾

移植中心主任门同义也感同身
受。他介绍，根据他们的统计，
在活体肾脏移植手术中，母亲
捐出肾脏的占60%。

门同义介绍，前几年他们
做过相关统计，现在和当时的
情况变化不大。从前几年的统
计数据看，在医院进行的活体
肾脏移植手术中，母亲捐出肾
脏的占60%，父亲捐肾脏的占
13 . 5%，亲兄弟姐妹间捐出肾
脏的占10 . 8%。

“母亲捐献多，除了母爱伟
大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现实因
素。”孟慧林解释说，同胞兄弟
姐妹、父母子女之间的配型成
功率比较高，随着移植技术的
发展，手术成功率和愈后效果
越来越好。

“父亲捐肾给子女的相对
少一些，主要是因大部分贫困
尿毒症患者来自农村，而父亲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
身体健康需要更多的保障。在
父母配型同样都合适的情况
下,一般母亲会选择捐肾。”

而同胞兄弟姐妹之间捐肾
要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患者
为了对方的身体健康着想，往
往拒绝接受，这也是一个因素。
孩子给父母捐肾的病例少，往
往也是做父母的不愿意子女为
自己捐肾的缘故。

器官捐献数量
不足需求的1%

“亲属活体肾移植这么多，
关键还是居民死亡器官捐献数
量仍无法满足需求。”在孟慧林
看来，我国居民器官捐献意识
仍限制着器官移植的发展，“近

两年，居民死亡器官捐献虽然
越来越多，但距离需求仍差距
很大。”

门同义也深有同感。据悉，
在该院登记等待肾源的患者就
有300多个，其中很多患者在
绝望等待中离去。在具有肾移
植资质的各大医院，都存在许
多登记等待肾源的患者。

据介绍，2010年3月，中国
红十字会和原卫生部联合启动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2011年试点工作扩大到16个省
份。试点工作启动四年多来，器
官捐献数量大幅增加。我省器
官捐献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
省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报名3274
人，实现捐献396例。捐献量比
过去五年还多。

尽管捐献数量越来越多，但
与需求相比差距很大。有统计显
示，目前中国每年有150万名患
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
命，但是，每年可供移植的捐献
器官数量还不足百分之一。

专家表示，居民死亡捐献
的器官肯定是最优的选择，然
而，在捐献器官不足的情况下，
不少患者最终只能选择“亲属
捐献活体器官”。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
定，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
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
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可以向亲
属捐献活体器官。

“我们有一半左右都是亲
属活体器官捐献。”孟慧林说。
而据记者了解，有的医院超过
七成的肾移植都是来自亲属活
体捐献。

传统思想、法规限制
成器官捐献最大束缚

孟慧林说，现在关键还是
自愿捐献者太少。在他看来，造
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传统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不能死无全尸等。”

对此，省红十字会有关工
作人员也深有感触。“协调潜在
捐献者捐献时，在世的亲属很
多无法接受。”一位器官捐献协
调员表示。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居民
签署死后自愿捐献器官的志愿
书，但在我国还没法做到捐赠
者本人同意即可捐赠，有一个
家属不同意，捐献都不可能实
现。”我省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
表示，在其他一些国家，器官捐
献者只要在生前同意捐献器
官，签过同意书，器官移植就能
进行，但这在中国行不通。

对此，我国著名肝脏外科
和肝移植专家朱继业等专家就
公开建议，我国应该修订相关
法律法规，真正做到“只要捐赠
者本人同意即可生效”。

从已实现的捐献来看，有
不少器官捐献者是因为家庭情
况不好，最终选择器官捐献。这
就需要对捐献者进行一定的救
助。据了解，目前国家对器官捐
献者也有一定救助机制，救助
资金实行“三三制”来源，即受
体出一部分、国家出一部分、慈
善机构救助一部分的方式。

但也有专家提醒，无论哪
种补偿政策，肯定都不能通过
现金方式进行，否则就会成为
变相的器官买卖。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母爱的无私和伟大是无法
用言语表达的。就在母亲节到
来之际，两位伟大的母亲要将
自己的肾捐献给自己的子女。
其实，愿意这样做的母亲有很
多很多。记者从省城一些医院
了解到，在亲体肾脏移植中，七
成器官移植来自父母捐献，其
中，六成来自妈妈。

5日，省立医院一间病房里，一

对母子在住院观察等待肾移植。一

周后，母亲要将自己的肾捐给突患

尿毒症的儿子。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肾肾脏脏移移植植六六成成器器官官由由妈妈妈妈捐捐出出
孩子给父母捐肾的不多，因为做父母的不愿接受

■谢谢你，妈妈·母亲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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