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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男硕士车祸身故捐献器官

人人虽虽离离世世，，却却救救了了55个个陌陌生生人人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接到“儿子”电话
传来车祸噩耗

“这是一件好事，儿子虽然不在了，
但他救了别人的命。”27日下午4点，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至善楼手术室外，65岁
的刘文举双眼通红，说完这句话他低下
头抹了一把泪。手术室里，儿子刘井如
的器官摘除手术正在准备进行。

一同等候在手术室外的，还有刘井
如的哥哥和弟弟。“自从儿子昏迷不醒
以来，妻子就一直哭个不停，打从心底
无法接受儿子现在的状况。”刘文举说，
怕妻子情绪崩溃，劝说她提前回了老
家。“孩子身体摸上去还是温乎的，但是
怎么叫他也没反应，连手指头都没动一
下，哪怕动一下，也能有希望啊！”

刘文举说，刘井如在临邑一家生物
公司工作已经四年了。“‘十一’的时候
儿子才回了趟家，没想到刚过了十来天
就出了车祸。”21日下午4点多，刘井如
骑着电动车，在路上与一辆小轿车追
尾，当场就被撞飞到十几米开外，他的
头狠狠地撞在了地上。当天下午5点多，
正在干农活的刘文举接到儿子手机打
来的电话。

“传来的声音却不是儿子的，电话
那头告诉我，儿子出了车祸。”当时，刘
井如被紧急送往临邑当地医院进行抢
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刘文举一
下子就蒙了，他赶紧买了高铁票，从老
家曲阜赶往德州。

刘文举赶到临邑时，刘井如已经进
了抢救室，一直到了晚上快10点他才见
到手术完的儿子。

“他身上插着气管，昏迷不醒，医生
说他脑部严重受损，生命垂危。”刘文举
说，过了两天眼见儿子没有任何好转，
抱着一丝希望的他，将儿子转往山大二
院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

儿子救治无望
父亲含泪捐献器官

连续一周时间刘井如都昏迷不醒，
刘文举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医生说是
车祸致重度颅脑损伤，已经没有救治希

望了。”刘文举之前曾听说过捐献器官
的事，他想这或许是另外一种延续儿子
生命的方式。

“儿子要是还在，他肯定也会同意
我这么做。”眼看儿子生存的希望越来
越渺茫，刘文举整晚整晚地睡不着，心
里一直反复思量着器官捐献一事。跟妻
儿商量以后，他最终忍住巨大悲痛，替
刘井如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捐献
儿子能用的器官。

27日下午，刘文举和两个儿子一
起，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地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不捐献器官，火
化了以后就真的什么也留不下了，捐
出去能救别人，也给我们留个念想。”
刘文举说。

在刘文举眼里，读到硕士的儿子刘井
如从小到大都非常懂事，几乎不用为他操
心。刘文举哽咽地说，想到儿子的器官拯
救了别人，对一家人来说也算是个安慰了。

27日下午4点半左右，刘井如的肝脏、
肾脏和眼角膜被成功取出，器官捐献手术
结束后，济南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
张娜和现场的医生、护士以及麻醉医师庄
严地站在手术床前为患者默哀两分钟，愿
逝者一路走好。

据山大二院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焉杰克介绍，捐出的器官将入库全国
器官分配网络，根据就近原则进行分
配。27日晚7点半记者了解到，刘井如
的肾脏已经成功移植入两位肾衰竭患
者的体内。“两位患者都是成年人，已
经透析了挺长时间，正是捐出的器官
挽救了两人的生命。”据介绍，加上捐献
出的肝脏和眼角膜，刘井如将成功拯救
5人的生命。

本报讯（通讯员 王臻 记者 张
峰） 滨州市经信委在做好本职工作之
余，常年积极参与并承担社会公益事业，
成为机关单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群众要有爱心，做群众工作要
有耐心，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信心！”棚户
区改造中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滨州市经
信委主任甄恩如给同事们鼓劲打气。

长虹商贸中心是特困国有企业，宿
舍院部分房屋已成危房；新立小区系已
破产的原渤海化肥厂职工宿舍，居民要

求改造的意愿十分强烈；新光小区则是
原二棉宿舍区，是市政府首批改造棚户
区中户数最多、情况最复杂的。工作组
冒着严寒酷暑，深入棚户区挨家挨户做
工作，将矛盾提前化解，为后续改造工
作打下了群众基础。新立小区实现了整
体和谐拆迁，原址整体安置。其他两个
小区已顺利签订拆迁安置协议。

为巩固文明创建成果并使之成为
常态，滨州市经信委组建了147人的志愿
者队伍，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本本职职工工作作之之外外 当当起起公公益益大大使使
滨州市经信委常年坚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刘文举替儿子做决定捐出器官，
让人感动。其实，在器官捐献的背后，
还有这样一群“神秘人”不断给患者带
去“生”的希望，他们就是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

“游说”于死亡与新生之间，省千
佛山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胡金凤
在今年5月的一天晚上11点多，接到莱
芜市人民医院的电话。有一名患者大
器官功能良好，已呈现临床脑死亡状
态。听到消息后的胡金凤，连夜赶到了
莱芜。

患者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胡金凤赶过去时发现，男子的妻子、弟
弟都在，因为变故突如其来，残酷的打
击对他们来说一时难以接受。沟通过后
家属答应，先去省千佛山医院治疗两
天。凌晨时分，胡金凤将其转院。

“转过来后又多次沟通，家属总是
有些顾虑。”两天以后，男子的器官功能
开始出现衰退，焦急的胡金凤再次找到
家属，期望他们能尽快做一个决定。

“捐献者离世后，在一般条件下，
大器官要在10分钟内实现快速降温、
灌注保存液，否则便无法使用。”眼看
时间一点点流逝，胡金凤的心里不免
焦急万分，她反复跟家属沟通，最终，
感到救治无望的家属同意了捐献。尽
管动员三四天才实现捐献，但在胡金
凤看来，这已经是比较顺利的一次了，
而且动员十例，仅能成功一例。

山东省立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王炜，工作四年多来成功见证了95
例器官捐献。尽管见证数量在省内来
说已属前列，但在庞大的需求面前，仍

是杯水车薪。
2015年，王炜得知一位中年女子

有捐献的可能，她紧接着奔赴当地与
家属见面沟通。没想到，王炜稍一流露
出劝捐的意思，女子的丈夫抬脚就走，
无奈之下，只得把希望寄托于患者的
女儿。王炜与患者女儿交谈没多久，就
被亲戚叫了出去，留她一个人在房内，
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好一会儿，当王炜
再次回到病房时，任凭她说得口干舌
燥，家属都不再理会。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
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
年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
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宣传人体器官
捐献知识，发掘并劝说潜在捐献者进
行捐献，参与协调对捐献者家属进行
慰问及缅怀纪念等，是他们的主要工
作。据了解，我省共有83名协调员，驻
济26名。

感动、委屈、指责……这些都是协
调员与家属一起直面生离死别时最常
品尝到的滋味。

去年11月，胡金凤接到消息，滨州
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是个潜在的捐献
者。胡金凤回忆，她得知小伙子是独子
后，怕他父母一时不能接受，就先找到
小伙子的舅舅侧面沟通，在遭到拒绝
后，又向小伙的父母委婉转达器官捐献
一事。

没想到患者父亲直接给了她两巴
掌。“当时整个人都被打蒙了，但想着再
坚持一会儿万一还能有机会呢！”果然，
当胡金凤要离开医院时，医生告诉她，
患者父亲主动询问捐献一事。“人在发
泄过后会冷静下来，就算人没了，捐献
器官也能给亲人留点念想。”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游游走走在在生生与与死死之之间间的的使使者者

“希望儿子的生命能以这种方式
延续下去，如果他还活着，肯定支持我
这么做。”32岁的儿子刘井如因车祸不
幸离世，65岁的父亲刘文举忍住巨大
悲痛，替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捐献
刘井如能用的器官。27日下午4点半，
在山大二院，刘井如最终捐献了一个
肝脏、两个肾脏和两个眼角膜，用来拯
救5个素不相识的人。

27日，现场的医生、护士和麻醉医师一起默哀，愿逝者一路走好。 通讯员 王厚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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