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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3月24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瑞安市人民
政府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共促瑞安
日报发展等合作内容。

4 月 14 日,飞云江高速公路桥下一艘长
约70米的采石船进水，造成一半艉舱没入江中，
刚好搁浅在飞云江高速公路桥桥墩旁。湍急的
潮水极有可能带动该采石船撞击大桥，情况十分
危急。温州飞云江海事处、温州航标处、飞云江
边防派出所组织了 3 艘船艇前往现场救助，利用

最高潮位的有利时机，将事故船安全拖离高速公
路桥。

11 月 18 日，广州亚运会赛艇比赛迎来
决赛日，在上午10时25分开始的女子轻量级双
人双桨决赛中，21 岁的瑞安媛主儿潘飞鸿和搭
档黄文仪，从出发便一路领先，最终以 7 分 13 秒
02 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
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也是瑞安选手在本
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

记忆

我市人体器官捐献者逐年增加

器官捐献：
让生命用另一种方式重新绽放
87 岁老人志愿无偿捐献器官

“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2010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87 岁的彭秀兰老人在《人

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志愿书》上一笔一

画签下名字后，长舒了一口气。

彭秀兰老人是离休教师，平时省吃俭

用，把节省下的钱捐给慈善机构，至今已经

捐了 40 多万元。而捐献器官一直是她心

中一个未了的心愿。她平时看新闻，知道

有很多人得病后找不到合适的器官，得不

到及时治疗，甚至丧失生命，于是产生了要

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帮助别人的念头。

“我是老党员了，要起带头作用。以前

就打算捐献器官，不过那时要到杭州签字，

就一直拖着，未能如愿。这几天看到报纸

上说在瑞安可以登记捐献人体器官，所以

赶紧和红十字会联系。”她说，“蜡烛灭了，

不能化成一阵烟消散掉，总要留点东西在

世间。我岁数大了，去世后反正要火化，还

不如把遗体捐献出去，给需要的人用，哪怕

是一对角膜，也能让需要的人重获光明。”

彭老师的子女已经去世，外孙王先生

是最亲的亲人之一。外婆成为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王先生显得很开明：“外婆老早

就有这个想法了，以前还打电话到杭州那

边咨询。只要她愿意捐献器官，我尊重她

的决定”。

瑞城实现温州首例器官捐献

2011 年 11 月，48 岁的新居民刘中平

意外身亡。家人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毅然决定捐献他遗体的部分器官，帮他完

成了遗愿。

在省红十字会和市红十字会的多方协

调和努力下，刘中平的器官分别被成功移

植到 5 名病患的身上，挽救了他人濒危的

生命。此事引起国内多家主流媒体的关

注，省内外多家媒体刊发了大篇幅的宣传

报道，中视“最美中国人”栏目组也专程到

我市采访。一石激起千层浪，刘中平器官

捐献的相关报道，深深涤荡着瑞城百姓的

传统观念，引起不少市民的共鸣，他们纷纷

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的队伍中来，希望在

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能把身上有用的

东西留下来，为活着的人尽一份力，让生命

得到延续。

儿子的器官在他人身上存活

今年 1 月 13 日晚，湖南籍新居民王清

林的儿子王志杰从二楼摔落，头部着地，造

成重型颅脑外伤。因脑部出血过多，当晚

手术并不理想，4 岁的王志杰生命进入倒

计时。在得知孩子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

后，王清林夫妇含着泪水、慎重考虑后做出

一个感人的决定――捐献孩子的全部器

官。

小志杰去世后，他的肾脏、肝脏、眼角

膜分别捐献给了 5 位陌生人，让他们恢复

了健康，也使自己的生命以不同的方式得

到延续，他也因此成为我市第三例人体器

官捐献者，也是我市首例儿童器官捐献者。

“孩子走了，他的器官将在别的孩子身

上存活。这就像是我的孩子以另一种方式

活在世上。”亲人的离去无疑是让人痛心

的，但小志杰的父母将自己对孩子的爱转

移到其他人的身上，他们的善举感动着身

边的人，感动着瑞城。

榜样的力量感染着捐献者家属

今年1月26日，46岁的新居民李继线

因车祸被医生宣布脑死亡。一个多小时

后，他的一副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角膜分

别被移植到等待救治的病人身上，李继线

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据了解，李继线的家

属是在得知刘中平器官捐献的事迹后，才

毅然作出了这个决定。

对于捐献父亲的器官，李继线的家属

起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听说2011年瑞

安有位叫刘中平的人同样因车祸死亡，他

的家人捐出他的器官救了许多人，而他的

2010 年 11 月 6 日，本报第
4 版刊登了《4 位市民报名登记
器官捐献》一文，报道了 87 岁的
彭秀兰老人等 4 位热心市民填
写了志愿书，愿意在去世后无偿
捐献自己的部分器官，救助他人
的生命，这标志着我市人体器官
志愿捐献登记工作正式启动。
此事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不
少市民先后加入了器官捐献志
愿者队伍。近日，记者从市红十
字会了解到，从启动到现在的两
年多时间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在我市进展良好，已完成器官捐
献登记 30 多例，成功实现 3 例
器官捐献和 1 例遗体捐献。

【新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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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为捐献者提供上门登记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为捐献者提供上门登记 器官捐献流程

名字一直被人记着。前不久，又有一名 4 岁的

男孩去世后，他的父母也捐献出了孩子的器

官，让孩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些事迹深深感

染了李继线的儿子李朝阳，让他产生了无偿捐

献父亲器官的念头。经过与母亲和妹妹的商

量后，得到了家人的支持。随后，李朝阳开始

与医院、市红十字会联系器官捐献事宜。李继

线去世后，他的一个肝脏、一对肾脏分别被移

植到等待救治的病人身上，角膜也用来帮助其

他病患重见光明。

需求与供体间比例失调

“瑞安是近两年才开始开展器官志愿捐献

登记工作的，志愿者在逐年增加。”市红十字会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志愿者人数在逐年

增加，但医疗卫生系统对于人体器官的需求也

在逐年扩大，能够等到适合的供体实施器官移

植手术的病患却少之又少。

据了解，目前全国每年约有 150 万人需要

器官移植，但仅有不到 1%的病人有机会接受

移植手术，各类移植需求者和供体间的比例大

致为 150：1，而美国和英国的比例分别为 5∶1

和3∶1。

“瑞安的情况也很严重，很多患者都在苦

苦等待器官供体。”该负责人说，就拿尿毒症患

者来说，因为肾源、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

响，能够进行移植手术的患者不到10%。不少

患者是在绝望中离开这个世界的，有些“硬撑”

着的病人，好几年才能找到合适的供体。而且

在发生意外失去生命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

遗体处理除了火化、土葬外，还有器官捐献这

一途径，大部分人也没有形成死后捐献器官的

意识，还需要更多的市民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