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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埋葬还不如将遗体捐给国家，救助更多的人

淄川一对夫妇相约捐献遗体
文/本报见习记者 李超 片/本报记者 姜文洁

近日，淄川区一对50多岁的

夫妇宋明君、任即云相约自愿捐

献遗体。据了解，目前两人已经

办理完所有手续，这也了结了两

人多年的心愿。

三年前的愿望

如今得以实现
“与其火化什么也没有了，还不如

为国家、社会做点贡献。”宋明君说。
早在2010年，宋明君就有了捐献遗

体的想法，那时候他从电视、报纸上看
到国外遗体捐献非常流行，国内却少有
人参与。但国内对遗体的需求量同样非
常大，有些人需要器官移植，可由于找
不到捐献者，不得不面临死亡。宋明君
对此颇有感触，从那时起，他就有了捐
献遗体的想法。

当宋明君把这个想法告诉老伴任
即云后，没想到老伴不仅不反对，反而
答应和他一起捐献。“当时老头子和我
一说，我就同意了，人死了烧了也就这
样，给医学上做点贡献更有意义。”

据宋明君讲，他从小对生死就看得
很淡，认为“人死了其实是生命的另一
种延续”，“火化埋葬还不如将遗体捐给
国家，救助更多的人。”

有了这个想法后，宋明君就开始四
处打听怎么捐献。今年3月30日，淄川区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宋明君家中，为
老宋两口子办理了相关手续，最终了结
了夫妇二人多年的心愿，“三年前的愿
望终于实现了。”宋明君说。

丈夫是失业工人，妻子常年有病
宋明君今年57岁，任即云

54岁，两人1984年结婚，并育有
两女。宋明君原来在淄川区黑
旺铁矿工作，先后做过工人、
团委委员、食堂管理员等，但
1996年下岗失业。

失业后，宋明君开始自己做

起小买卖。任即云告诉记者，那
个时候，两个孩子正在上学，两
边的老人也都跟着他们，全家六
口人的生活全都靠宋明君一个
人，生活很不容易。“日子很紧
巴，老伴在家里照看老人，我在
外面一天才挣二三十元，确实挺

苦的。”宋明君说。
宋明君家如今住的房子

是在2007年盖的，以前住的是
他花五千元钱买来的三间土
屋，破旧简陋。由于地势低洼，
每逢下雨，雨水都会倒灌到屋
里，只能用盆往外泼。

现在，宋明君在淄川一个学
校的食堂里打工，每天早出晚
归。老伴任即云由于常年有病，
在家修养。两个女儿已经成人，
都已参加工作。“现在对生活很
知足，相比一些其他人我们已经
算是好的了。”宋明君说者。

两个女儿都同意，并且也有意追随
“我们把想法告诉俩女儿

后，她们都没有反对，并且她们
也有捐献意向，这让我很高兴。”
宋明君说。但是考虑到两个女儿
还没成家，怕以后的婆家不同

意，所以就没有给两个女儿办理
手续。“等她们结了婚，如果婆家
那边同意，到时候再办理。”

大女儿宋娟，小女儿宋柳
在同一家企业上班。大女儿

说，从小父母就教育她们要做
个善良的人，要做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父母都很开明，她们
也想得通，并且以后如果有机
会肯定也会捐献遗体。

不仅是两个女儿，甚至是
一个邻居，在宋明君的影响
下，也想捐献遗体，为社会做
贡献，并且已经进行过咨询，
过几天就要办理手续。

目前遗体需求量大，捐献者越来越多

淄川区红十字会负责遗体
捐献的翟兆霖告诉记者，目前
医学和临床上对遗体的需求非
常大，供远远少于求。“医学专

业的学生毕业前要解剖2-3具
遗体，但是目前只能解剖1具左
右。临床上有大量的人需要器
官移植，但是很难找到。”

但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人们
观念意识的转变以及器官捐献
的逐步规范，像宋明君夫妇二人
这样想捐献遗体的市民也越来

越多。据翟兆霖介绍，现在到他
们这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了，淄
川区目前为止共有5个遗体捐献
者(其中一个是捐献眼角膜)。

宋明君夫妇终于拿到了遗体捐
献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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