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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量的潜在捐献者找不到便

捷合法的捐献途径，放弃了捐献；另一方

面，众多患者因缺少器官供体失去生命，

医学院校也因缺乏尸体而无法开展优质

教学和医疗。

“要解决移植器官和遗体来源长期

匮乏的问题，制定相关地方法规迫在眉

睫。”陈亚丽建议，由省人大常委会牵

头，由卫生、民政、公安、法律、宗教、红

十字会等相关部门制定符合我省实际

的单独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法规。

陈亚丽说，首先应该确保享受平等获

得人体器官移植的权利，授权红十字会按

患者申请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接受移植的

顺序，医院负责受理人体器官移植的申请。

“人体器官实行捐献自愿、无偿的原

则，禁止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鼓励

个人身后捐献人体器官。”陈亚丽说，红十

字会应当向捐献者亲属颁发人体器官捐

献荣誉证书，设置捐献者纪念设施，定期

组织开展悼念活动。

此外，从实现捐献的案例来看，捐献者

绝大部分来自生活困难家庭，“建议由红十字

会设立专门基金，对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

实施人道救助，并提供适当人道关怀，困难

救助项目初步设计可以包括捐献所发生的

直接费用、慰问金和发生困难时的救助金。”

建议

困难捐献者家庭，可进行人道救助

“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多次

出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文件，就是

想让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实现

全面健康发展的目的。”省人大代表

刘继平觉得，中考全省统一命题、统

一考试时间的制度已经实行 20 多

年，失去了实际意义。

在刘继平看来，高中招生实

行定向指标到校，中考的选拔功

能已经淡化，“中考命题下放，可

以将地方教材纳入考试内容，更

具地方特色，更能发挥地方教材

的作用。”

同时，中考全省统一用一套试

卷不符合教育规律，不切合各地教育

实际，制约皖北地区，特别是农村教

育发展。

“取消全省统考，淡化考试功能，

有利于制止加班加点、补课屡禁不绝

的现象。”刘继平建议，应取消中考全

省统一命题（考试），下放到各设区市

或县（市、区）。

近年来，因为倡导“低碳环保”，

在有些中小学推广部分教科书循环

利用。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节约了国

家资源，减轻了政府负担，但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端。”省

人大代表周红艳分析，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会边学边勾出重点，但循环

教材不允许在书上涂改，不利于学

生的学习。

在周红艳看来，“据我所知，很多

学校都没有消毒设施，这就造成回收

的课本没法消毒。这样的课本学生

不愿意用，家长也担心不卫生。”

周红艳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取消

现行教材循环使用制度的做法，增大

政府投入，确保每学期中小学生每生

免费使用新教材。

省人大代表周红艳：

中小学教科书，别再循环利用啦

省人大代表陈东文：

火化等基本费用应免除
“把殡葬管理工作和老百姓对殡

葬方面的基本需求纳入民生工程和

公共服务保障范围。”省人大代表陈

东文分析，我省殡葬管理条例实施以

来，在推进殡葬改革发展、移风易俗

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城乡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陈东文却觉得，殡葬管

理工作面临着服务水平不高、公

墓建设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特

别是殡葬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葬

养费用过高。

“火化费用应由政府承担。”陈

东文建议，通过加大政府财政公共

服务资金和公益金对殡葬服务设

施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

基础设施，在公墓的规划与建设

上，要与统筹城乡发展相结合，把

殡葬救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免

除火化等基本费用，以减轻群众殡

葬费用压力。

省人大代表倪海燕：

我省景区应免费向全省中小学生开放

省人大代表陈亚丽：

器官捐献，能否让程序不再繁琐
如今，有一部分人会将自己死后的遗

体捐献出去，比如捐献角膜帮助别人重见
光明，或者捐献骨髓，让别人获得重生。

不过，在省人大代表陈亚丽看来，器
官捐赠还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一项就是捐献程序繁琐，“会让有意
捐赠者变得被动消极。”

愿意捐赠人体器官的人到底有多少？

调查显示，中国每百万人中只有0.03

人自愿在身故后捐献，被用于移植的人体

器官除来源于亲人的相互捐赠外，相当一

部分来源于遗体捐赠。

“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使遗体捐赠工

作在中国面临着重重困难。”陈亚丽介绍，

很多死者生前有将遗体或者器官捐献的

意愿，但死后很多亲戚不能按照死者的生

前遗愿予以捐赠。

据悉，在我国，器官移植供体不足。

卫生部的统计显示，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

植的人数在150万左右，能够获得移植的

仅1万人左右，供应需求比为1：150。

陈亚丽举例，我国患角膜病的500万

人中，有400万人可经角膜移植重见光

明，但每年只有700个角膜供体，“这和发

达国家相距甚远。”

现状

每百万人中只有0.03人
自愿在身故后捐赠 根据陈亚丽的调研，目前，捐赠人体

器官程序繁琐，使得有意捐赠者变得消极

被动，甚至出现有意捐赠却捐赠无门的尴

尬局面。

“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广州市一中

学生因在学校打闹时意外受伤住进医院，

后来判定为脑死亡，家人自愿捐赠他的器

官，但司法部门最后宣布，由于他的死亡

涉及刑事案件，家人对其尸体没有自行处

置权，医疗专家不得不让步。”陈亚丽解

释，器官捐赠有时候会在司法上受阻。

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但在陈亚丽看来，制定《条例》的主要

目的，在于规制医疗机构不规范的器官移植

行为，较少规定关注如何推动器官的捐献。

原因

捐献程序繁琐，使捐献者变得被动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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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刘继平：

中考全省统一命题该取消

在省人大代表倪海燕看来，我省

是文化资源大省，丰富的文化资源和

旅游资源不仅是安徽的名片和瑰宝，

更是安徽人民的精神家园，承担着重

要的文化教育功能。

不过在现实情况下，很多中小学

生却难以真正融入自然，这让倪海燕

很担心，“看到更多的是书本上的知

识，而不是去大自然中寻找，长此以

往，会脱离实际。”

倪海燕认为，“有些景区对特定人

群免票，中小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呢？”

“省内的所有风景名胜区应免

费向全省中小学生开放。”倪海燕

说，这样可以提升中小学生的综合

素质，增强身为安徽人的自豪感和

认同感，另外，走进安徽的风景名

胜，可以扩大中小学生的视野，增

进广大中小学生对家乡、对安徽、

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