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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3 1日讯 (记
者 李钢 ) 国家卫计委规
定，9月 1日起全国范围内所
有捐献的人体器官必须通过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
系统”进行分配，分配将完全
取决于患者的病情、等待时
间等，最大限度地排除器官
分配中的人为因素。目前我
省有13家医院获得使用该分
配系统的资质。

据介绍，2013年8月，国家
卫计委对外公布了165家被批
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
院，其中我省共有13家医院获

得相关资质。随后，国家卫计委
又下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
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明确，9
月1日起，捐献的器官必须通过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
统”进行分配。使用分配系统
后，每一个人体捐献器官信息，
都将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
共享计算机系统。综合等待器
官移植的患者的病情、血型、年
龄等因素，由系统按照评分自
动分配，最大限度地排除器官
分配中的人为因素。

“我省具有资质的医院正
在按照国家的要求，学习使用

系统。”省卫生厅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同时，我省也正在按
照规定的要求，研究成立人
体器官获取组织。据悉，由于
使用系统有个学习、磨合的
过程，目前还有部分具有资
质的医院在申请账号，相关
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信息
并没完全录入。

据悉，我省13家医院具有
器官移植资质的情况是：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肝脏移植、肾脏
移植、胰腺移植、小肠移植；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肾脏移植；山
东省立医院：肝脏移植、肾脏移

植、肺脏移植、胰腺移植、小肠
移植；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脏
移植、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胰
腺移植、小肠移植；青岛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肝脏移植、肾脏
移植、胰腺移植、小肠移植；烟
台毓璜顶医院：肾脏移植；临沂
市人民医院：肾脏移植；聊城市
人民医院：肝脏移植；泰安市中
心医院：肾脏移植；潍坊市人民
医院：肾脏移植；济南军区总医
院：肝脏移植、肾脏移植；济南
军区第107医院：肝脏移植；济
南军区第401医院：肝脏移植、
肾脏移植。

一个省吃俭用“抠
门”一辈子的老人，突然
要拿出一生积蓄的30 . 5
万元捐给村里，这引起了
威海乳山市夏村镇邵家
村全村人的轰动，这位老
人叫邵本道，是一位新中
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
老党员。目前村里正用他
捐的钱建一个广场，广场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据了解，在启动人体器官捐献之
初，为了鼓励医院协调潜在捐献者捐
献器官的积极性，许多试点省(市)规
定，在分配器官时，所在医院具有优
先权，我省也有类似的规定。

“现在会怎么样，还不清楚。”
一位从事器官移植的专家表示，虽
然参加了器官分配系统的相关会
议，但现在他仍在观望，“具体操作
起来，会很麻烦。”

这位专家同时表示，现在主动提
出捐献的人很少，大都是通过协调员
介绍、协调才会捐献，但协调工作难
度很大，“经常是协调很多，最终实现
捐献的很少，最后捐献了却要分到其
他医院，谁还有积极性？”

因此，不少专家担忧，若完全
由计算机分配，医院的积极性或受
挫。“有病人捐器官，才有移植手
术，要是器官都没了，哪还来的移
植手术？”

这种担心在个别省(市)的实践中
似乎得到了证实。与我省相同，作为
首批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上海，
在试点之初规定，捐献的器官要通过
计算机系统分配，系统按照分配原则
与全市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受者)信
息进行自动匹配、排序、分配。但直到
今年8月21日，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
才实现了零的突破。

此外，国家卫计委还要求移植医
院将本院等待器官移植者的相关信
息录入系统，按照要求及时更新。而
这在许多专家看来是存在困难的。

“万一系统选择的受体恰好出了问
题，不适合移植怎么办？”一位从事器
官移植的专家担心，移植要求越快越
好，拖延有可能造成器官浪费。

全由计算机分配

医院积极性或受创

8855岁岁““抠抠门门””老老翁翁毕毕生生积积蓄蓄捐捐村村里里
村里用老人捐的这30 . 5万元建健身广场

捐捐献献器器官官今今起起电电脑脑““摇摇号号””分分配配
我省13家医院有资质参与，正在学习使用分配系统

穿着非常朴素的邵本
道老人，做饭一直用自己捡
来的柴火。

头条链接

“国外，有很多捐献的器官，甚
至用飞机在全国分配。”省立医院肝
胆外科主任医师、山东省器官移植
学会副主任委员刘军表示，有人因
分配问题而担心积极性受挫，与人
们的认识、观念有关。

在刘军看来，对肝脏移植，分配
就应该主要依据等待病人的紧急程
度。“需要肝移植的患者，往往需要
器官时就非常急，可以等待的时间
很短，如果不及时换，病人可能就没
救了。”

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
净化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田军也表示
认同。“现在更迫切的是捐献，而不
是分配。”田军坦称，现在捐献的器
官数量太少，“到现在我们这里一共
就用了7个捐献的肾，相对于大量的
等待患者来说，太少了。”在该院肾
移植手术中，捐献的仅占0 . 2%左右，
大部分手术只能依赖“亲体肾”，即
亲属间的活体捐献。“这显然不是最
佳选择。”田军无奈地说。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30万患者
等待器官移植，其中仅有1万人能获
得合适的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记
者了解到，在我省多家具有肾移植
资质的医院，每家都有上百个甚至
数百个登记等待器官的患者。

“人们受传统意识的束缚，尤其
是山东，孔孟之乡，认为人体发肤受
之父母，死后要留全尸。”田军说，相
比广东等省份，我省的器官捐献数
量还很有限。

此外，也有专家提出，我国没有
“脑死亡”立法，限制了器官捐献的
成功率。“我国现在实行的是DCD，
即心脏死亡捐献，这对移植成功率
有很大影响。”田军介绍，有研究表
明，心脏死亡捐献肾脏移植的延迟
恢复率高达70%，而脑死亡捐献肾
脏移植的延迟恢复率仅为5-10%。

捐献的器官

仅占极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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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衣能穿20年

老人生活很俭朴
“邵本道把攒了一辈子的

30 . 5万元都捐了？”8月19日，当
这个消息在乳山市夏村镇邵家
村传开的时候，村民们有的感
动，有的钦佩，但更多的是不敢
相信，这个生活中少言寡语的
85岁老汉，哪来这么多存款？并
且谁不知道他是个很“抠门”的
人。

8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邵
家村，邵本道的老屋在村子的
东北角。

“大叔，又有人来看望你
了。”推开屋门，给记者带路的
村支记邵洪寿大声喊了几嗓
子，邵本道随后迎了出来，“好
好，欢迎欢迎，进屋来。”

邵洪寿悄悄告诉记者，最
近来看望老人的客人挺多，老
人的精神状态挺好。走进正房，
在不足20平米的房间里，一个
大土炕占了一半地儿，用了几
十年的小橱柜孤零零地立在东
北角，这是老人唯一的家具。一
个15瓦的灯泡挂在土炕中间，
这曾是十几年来老人唯一的电

器。捐钱之后不久，村委给老人
添置了一个小风扇和一台小冰
箱。

“抠门”是村里人对他的普
遍印象，“你看看这水舀子，用
了得有十来年了，坏了修坏了
修，就是不舍得买新的。”邻居
邵杰说。

“瞧瞧，这件衬衣穿了20
年 了 ，拖 鞋 的 底 儿 都 磨 平
了。”此时，邵洪寿也忍不住
插话说。

“您咋想起来把钱都捐
给村里呢？”记者问。“我无儿
无女，老伴今年刚刚去世，我
有房住，有饭吃，多余的钱对
我来说没用。”邵本道算了一
笔账，吃自己种的小菜、冬夏
各 两 身 旧 衣 服 ，“ 很 少 花 钱
啊。”

当过长工打过仗

老人经历很曲折
“我是过过苦日子的人，知

道钱来得不容易啊。”邵本道
说。

邵本道幼时家境贫寒，8岁
便上街讨饭，13岁给人当长工，
17岁他就跑到部队，哀求领导
让他扛枪去打日本鬼子。1947
年春天，19岁的邵本道当兵了，
由于能吃苦，表现突出，1949
年，邵本道入了党。

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和南方剿匪战役后，他
于1954年底从部队复员，回村
务农。

后来，邵本道去了镇上一
家工厂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

那会儿的工资一月只有几十块
钱，别人每顿的饭费是3毛钱，
到他这儿就成了只花5分钱。
1985年，他离开倒闭的企业，回
到村里，开始了自己的开荒生
活。老人说，他现在每月的退休
金已经涨到3000多元了，但每
天的生活费依旧“精简”到三块
五。

说到老人能干，邻居邵杰
深有感触，尽管老人平时不爱
说话，但什么杂事儿都看在眼
里，“我们门前这些小道，草一
长高了，他就早早地拿着小锄
头，把草都锄干净了。”

2011年，乳山遭遇洪灾，村
里决定将河道里的树木杂草全
部清理了，已经82岁的邵本道
拿着锄头，自个儿来到河道里，
锄了100多米草。

“我从厂里退休了，就没怎
么出过门，我这心里就是俺村，
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有感情。”
邵本道说。

村里管好这笔钱

让老人精神永存
8月29日上午，在邵家村西

头，2000平米的地面已经全部
硬化。根据老人意愿，经邵家村
党员、村民代表和“两委”成员
研究，村里决定利用老人捐助
的钱建一个健身广场，并命名
为“本道广场”，目前广场已经
初具雏形。

“村里将再配套一部分资
金购买健身器材、安装路灯，供
村民运动、娱乐、休闲，为老年
人提供活动的场所，让后辈村
里人都记得老人这种艰苦朴素
的精神。”邵洪寿说，村里把这
笔钱命名为“邵本道专项资
金”，每一笔支出明细都被详细
标注，至于老人的日后起居，他
说，“他就是我的父亲，我会照
顾他！”

眼看自己捐建的广场要建起来了，老人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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