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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一座城的生命契约

捐献遗体主要用于教学和

研究，对于医学领域乃至整个社

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

这项工作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相较国外先进国家起步较晚。进

入 90 年代后，南京、北京、上海
等城市同步开展遗体捐献工作。

1995年，南京 14位退休老人倡
导去世后无偿捐献遗体以供医

学教学和科研之用，提倡“三不、

两献、一育”，即：去世后不开追

悼会、不接受花圈挽联、不用骨

灰盒建墓土葬，捐遗体供医学研

究、献器官供临床移植，骨灰用

于植树育林。

1996年，“南京市红十字会捐
献遗体志愿者之友”组织成立，

2017年更名为“南京市红十字会
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

志愿者们之间互称“捐友”。

“南京很多老人的思想观念

走在时代前面。”捐友崔旭打开

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一些泛黄

的申请书。

“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

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

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工

作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

量。”申请书上市民的名字叫仲

达，落款日期为“1986年 12月
24日”。
“这是我们整理办公室资料

时找出来的，我觉得太珍贵了，

就拍了一些放在手机里保存。”

崔旭说，如今这些资料都被南京

市红十字会珍藏。

今年 97岁的殷明是捐友协
会第一代成员。他说，自己从战

争年代走来，能留条命，已是不

幸中之大幸了。“如果离世，我的

躯体捐献作医学科学发展之用

那多好。”殷明回忆，南京遗体捐

献工作，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在他为捐友工作的十年内，全国

不少省市都来参观学习过。

殷明儿媳妇张女士回忆：

“老爷子当年忙得很，没事就去

协会值班。没想到，还真给他们

忙出点名堂，现在每年清明扫

墓，我们都会去纪念林看看，石

碑上的名字每年都在增加。”

2015年 12月 1日起，《南京
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实施，

对登记者权益，捐献后人文关

怀、遗体尊重，遗体接收站规范

等进行详细规定。同年，国内面

积最大的“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

者纪念林”建成，纪念林占地约 1
万平方米，成为缅怀“遗体器官

捐献者”固定场所。2018年，南京
市政府决定，将每年 3月 31日
确定为“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者

纪念日”。

如今，协会共有 300多位骨
干成员负责捐友工作。李美娣和

丈夫是 1996年签署申请书的最
早一批捐友。崔旭告诉记者：“我

始终记得李美娣的一句话，‘我现

在离不开了，组织离不开我，我也

离不开组织’，我想这可能就是支

撑大家一直奉献的原因。”

一群人的无私付出

“我们的工作常常不被理

解。”捐友黄培昇 2015年加入捐
友协会，这十年来感受到翻天覆

地的变化。早些年，他们自己带

着小桌子，到各个社区去做宣

传，很多居民不理解。“人家看到

我们的横幅，又听我们一直讲遗

体器官，觉得不吉利，拼命赶我

们走。”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入土为

安”，也避谈生死话题。但黄培昇

告诉记者，他曾经胃出血严重，

多次输血治疗，当时他就想，接

受了陌生人的爱心，有朝一日要

回报。“人死了就死了，要是还能

最后给医学发展作贡献，回报社

会，这不是很好嘛。”

2017年起，黄培昇负责南京
江北新区分会工作，倡导发起临

终关怀小组，为遗体器官捐献者

做告别仪式。

2021 年，一位老人去世时
因抢救得急，没来得及换衣服。

黄培昇和同事宋含江赶到医

院，二话没说替爷爷穿好寿衣、

整理遗容。没有灵堂，只有三鞠

躬与悼词，却让这位爷爷的老

伴泣不成声：“是你们给了他最

后的体面。”

“两位老人没有子女，我们

身体力行做些小事，给逝者整理

遗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宋

含江说，“现在我们送别人，后面

会有别人送我们，一样的。”

让黄培昇感到欣慰的是，越

来越多人理解了捐友的工作，无

论是在医院还是在逝者家中、小

区内举办简单告别仪式，很多人

表示理解和尊重。在他们的影响

下，有越来越多亲朋好友加入到

捐友队伍中来。“大家就像亲人

一样，因为未来我们将去往一样

的地方。”

一份爱的千万种重逢

捐友工作的负责人都是“社

会时钟”里超过 65岁的“老年
人”，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

到他们身上有种超乎寻常的精

气神。

崔旭说，这可能就是做热爱

的事，“服务他人、开心自己”的

魔力。捐友协会热线都转接到崔

旭手机，她要保持手机 24小时
畅通。采访中，崔旭一直把手机

放在身边，不论是弹出信息还是

有电话响起，她都会第一时间处

理手机上的信息。

好多电话是半夜打来的，经

常让她听了心里一惊，“我爱人

也已经习惯被电话‘吓’醒。”崔

旭已经 74岁了，在应该含饴弄
孙的年纪，她还和众多捐友一

样，是家里的“大忙人”，一心扑

在捐友工作上。

在大家的努力下，遗体器官

捐献被越来越多人接受。100多
岁的老人、出生十多天的婴儿、

千里之外的异乡人……越来越

多生命以另一种方式“重逢”。如

今，江苏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人数达 52.5 万人，遗体捐献
6814例，器官捐献 1911例。其
中，南京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人数达 9万人，遗体捐献 3744
例，器官捐献 461例。

2023年 3月，一位处于弥留
之际的浙江老人通过儿子打来

电话，老人曾是抗美援朝老兵，

其战友曾在南京实现捐献，老爷

子坚持要将遗体捐给南京，希望

和战友“重聚”。“他儿子在电话

那头说，老爷子当兵就是为了国

家，死后也要把自己上交给国

家。”崔旭回忆道。

宋含江说，每年年底，红十

字会会对捐友家庭进行摸底，防

止有人因病致贫。之前有一位 70
多岁的捐友，身患多种疾病，平

时以收废品为生，在登记时工作

人员发现她生活非常困难，于是

专门通过“99公益日”等途径，为
她申请救助款项。

30 年前种下的那颗种子，
如今亭亭如盖。当医学课堂的灯

光次第亮起，当移植患者眼角淌

下热泪，当春风拂过纪念林漫山

的“生命树”……那些沉默的捐

友，终将以千万种方式，继续深

爱着人间。

渊据叶新华日报曳冤

南京这样一群人
接力为遗体器官捐献事业奉献 30年

近日袁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袁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

办的 野生命窑希望要要要2025全国
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

普及活动冶举行遥
人体器官捐献是中国特色

红十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参
与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是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曳叶人
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曳赋予红
十字会的法定职责遥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尧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何维在活动现场向捐献者家属

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亲切慰

问遥 野人民英雄冶张定宇教授在

现场接受 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宣传公益大使冶聘书袁并同野当
代雷锋冶郭明义尧专家代表凌锋
以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代表袁 在活
动现场共同发出倡议袁 呼吁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关心支持人体

器官捐献事业遥
活动现场以沙画尧 朗诵尧讲

述尧情景剧尧歌舞等多种形式呈
现了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尧
器官移植受者尧 器官捐献协调
员尧 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尧医
务人员的感人故事和大爱精神遥

此外袁活动前还举行了野生
命希望窑爱暖归途冶 现场缅怀纪
念活动袁 为 26位捐献者举行公

益安葬仪式遥
在该活动上袁 记者了解到袁

截至目前袁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人数超过 705万袁实现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5.8 万余例尧
遗体捐献 6.3万余例尧 角膜捐献
11万余片袁 挽救了 17万余名器
官衰竭患者的生命袁 为 10万余
人带来光明遥

据介绍袁全国已建成人体器
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 280 余
处遥 每年清明节期间袁各地红十
字会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缅怀

纪念活动袁营造捐献光荣的社会
氛围袁呼吁更多人参与到器官捐
献这项大爱奉献的事业中来遥

渊据人民网冤

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 705万

链接 >>>

1995 年，14 位老人用

一纸遗体捐献倡议书，写下

对生命最后的深情告白。这

份以骨血浇灌的善意，在 30

载春秋里生根发芽，如今化

作一片庇佑医学与人心的

绿荫。

1996年，全国首个遗体

器官捐献志愿者组织在南京

成立。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

收获善意与尊重，从曾经的

踽踽独行到数万人并肩向

前，这群志愿者的故事，说了

30年，仍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