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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李炳旺 汪昌化 文/图）

“如果我离开了人间，把遗体（器官）

捐献给别人，让更多人获得新生，是

一件再好不过的事。”这是天长市汊

涧镇退伍老兵任其柱说得很朴实的

一句话。3月9日，当任老从天长市

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忆群手中接过捐

献遗体（器官）荣誉证书时，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任其柱是天长市汊涧镇一名退

伍老兵，今年69岁。他心地善良，乐

观豁达，平时一贯乐于助人。

两年前，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

则新闻：一位患白血病的青年过世

后，献出自己的眼角膜，使两位因患

眼角病致盲的患者重见光明。看

后，任老既感慨又振奋：“人死了，什

么都没有了，捐出眼角膜还能帮助

失明的人重见光明，这样让生命得

以延续，多有意义。”从此，任老便萌

发了死后捐献遗体（器官）的念头。

去年年底，他从天长市红十字

会了解到，近几年，天长市相继涌现

出一批遗体（器官）志愿捐献者。他

们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任老，更加坚

定了这位老兵报答社会的决心。

任老把想法告诉了家人，妻子、

女儿、女婿十分理解，并积极支持。今

年3月初，任老主动打电话给该市红

十字会，很快便领到了《志愿捐献遗体

申请登记表》。为了永远记住自己许

愿器官捐献这很有意义的一天，任老

特地选择了3月5日——学雷锋日。

“如果我离开人间，请把它留给需要的人”
天长退伍老兵雷锋日写道：愿死后捐献器官

患者李要国受到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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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上午，51岁的李要国戴着口
罩走出病房，种下一棵“健康树”，祈祷自己
健康的同时，也缅怀那位素未谋面的救命
恩人。

2月14日下午5点半，肝、肾功能都已
衰竭的李要国在安医大一附院接受肝肾联
合移植手术，成为安徽省首例成功接受肝
肾联合移植的病人。肝、肾来自一位出车
祸的淮北小伙，他给了李要国重生的机会。

李要国是幸运的，然而多数人却远没有
这么幸运。2013年，器官捐献在全国推开，
然而两年时间，我省仅有11例器官捐献。

张薇 记者 李皖婷/文 程兆/图

银行职员器官衰竭
12小时手术重获新生

李要国是合肥一家银行的

普通职员。51岁的他，已经被

肾功能异常折磨了12年。

3个月前，李要国突然感觉

乏力不适，经检查，他的肾功能

衰竭，已发展成为尿毒症，需要

进行透析治疗。没过多久，他的

肝功能也出现恶化，肝脏肿大到

正常的3~4倍。

安医大一附院的医生告诉

李要国，保守的治疗或单纯的肝

移植、肾移植，都已无法延续他

的生命，只有进行肝肾联合移

植，才能有一线生机。

幸运的是，2月13日下午，

安徽省红十字会传来消息：淮北

有位死者家属表达了捐献器官

的意愿。器官供体是一位24岁

的小伙子，骑摩托车时出了车

祸，被医院诊断为脑死亡。

2月14日下午5点半，手术

开始。8名手术医生分为两个

小组，多名护士实行两班倒，3

名麻醉师坐镇现场，紧张的12

个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结束。

李要国恢复得很好，移植的

肝肾已经在他体内生机勃勃地

跳动。再过一两周，他就可以出

院回家，以后只需服用抗排斥药

物，定期进行复查，他就可以像

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据了解，目前我省肾、肝移植需求的人数众

多，但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器官移植得到自己生

命延续的机会，大多数患者只能一边做着透析一

边捱日子。

有统计显示，在30至40个适合器官移植的

患者中，只有1人能成为“幸运儿”；这个比例在

我省可能更低。

2013年7月，我省正式启动器官捐献工作。

近两年时间里，全省仅实现11例捐献，落后于广

东省等器官捐献“优等生”。

姚卫东是安徽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

他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安徽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

室副主任。

“1例成功捐献案例的背后，至少有5例失败

的案例。”姚卫东说。这里的“失败”，指的是在得

知有合适器官源后，红会在与其家属或有关部门

的协调中没有达成一致，导致捐献无法进行。

不过也有值得让人高兴的地方，相比2013

年捐献3例、2014年捐献4例，今年开年才两个

多月，我省就已经实现了4例器官捐献。“我相

信今年我省器官捐献工作能有大的突破。”姚卫

东说。

【数据】22 两年11例器官捐献
失败的捐献案例超过50例

器官捐献的前提是脑死亡，也就是脑干反应

消失，脏器只能通过呼吸机维持。如果家属同意

捐献器官后，评估组的医生会对患者进行严格评

估，确定他是否死亡，以及相关脏器是否符合捐

献条件。

抛开严苛的捐献条件不谈，对器官捐献的不

理解是这项工作举步维艰的致命伤。

在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死者为大、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等观念根深蒂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

种情况，直系亲属同意了，但是庞大的亲戚网中

总会跳出一两个亲属强烈反对。”姚卫东说。

除了受传统思想的制约，相关执法部门有时

也成为干扰源，这在车祸伤导致脑死亡的患者身

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器官捐献的最优供体是刑事案件和车祸伤

的脑死亡患者，然而，执法部门和法医在这个问

题上往往并不配合。”

安医大一附院副院长金小干解释说，现实情

况是，如果脑死亡患者进行器官捐献，有些执法

部门表示只能认定其是“重伤”而非“死亡”，这会

影响案件的量刑和附带的民事赔偿，最后导致捐

献“泡汤”。

【原因】33 传统思想束缚
执法部门在“脑死亡”上认识不一致

给了李要国第二次生命的小伙子叫司贺。

1991年出生的他是家中独子，早年随父母从太

和老家来淮北定居，尚未成家。

得知司贺的伤情已无法救治时，其家人主动

找到淮北市红十字会，提出要帮司贺完成捐献器

官的心愿，“一分钱的报酬都不要，只要能帮助别

人，什么有用捐什么。”

“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没有器官就没有移

植。”安医大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耿小平呼吁更

多人能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捐出生命的礼

物，为他人带来生的希望。

姚卫东表示，想要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除

了可以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外，现在更增添了一种

新途径：直接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

站上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填写相关资料

后，就可以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呼吁】44 器官捐献是生命的礼物
通过网站注册就能成为志愿者

【故事】11

安徽省首例肝肾联合移植病人李要国

任其柱展示捐献证书和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