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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遗 失 杭州焱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写 字 楼
我司位于武林商圈国信大厦内的 2047.63 平方米办公楼、湖滨
邮电路111平方商铺现公开对外招租，价格面议。联系人：寿小
姐，电话0571-87069337

营 业 房

商 铺 招 租
江城路 568 号，一、二层 6000m2，13064709872 戴 13675858320 徐

杭州城联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10567205091 的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订 版 热 线 ：0571-85311120 微 信 ：qjwbflgg QQ ：59997182

“我了却了自己最后一个大

心愿。”

三八妇女节当天，家住杭州

拱墅区上塘街道假山新村的宣美

丽阿姨，在假山路社区与省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在浙江

省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

他的爱人杨金才，原本也要

一同签字的，但因为老家有事临

时回去了，“蛮遗憾的，本来好事

成双，要等他回来自己签了。”

在宣阿姨看来，和爱人一起

完成这个心愿，是一件浪漫又很

有意义的事。

他们携手走过近50年，又一起决定捐献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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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小伙陆国强完成了心脏、肝脏

和角膜的捐献；

33 岁的杭州“袖珍男孩”陈彬捐献

了遗体和眼角膜；

103 岁的助学奶奶方爱兰，将遗体

无偿捐献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无花果爷爷”王坤森也在遗体捐献

志愿书上签下了名字⋯⋯

作为全国 11 个试点省市之一，自

2010 年启动实施人体器官捐献、2016 年

启动遗体（组织）捐献以来，目前浙江已

有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 3739 名，同

时还有 30 万爱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捐

献志愿者。

其中，超过 55%的志愿者年龄在 30

岁以下，60 岁以上的志愿者只占不到

1%。

“捐献器官、遗体在大众中的认知度

和接受度逐年增加。”曹燕芳说。她是浙

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全

国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

作为 2010 年浙江省首批协调员，曹

燕芳统计每年志愿捐献登记数据：第一

年260人，第二年500多人⋯⋯2018年将

近 8000 人 ，2019 年 34000 人 ⋯⋯ 随 着

2016 年网络捐献登记推出，登记人数迸

发式增长，最多一年近 8 万人，器官年捐

献也从2例增长到超过300例。

这些登记者来自各行各业。

从业 13 年来，曹燕芳每天都会被捐

献志愿者的故事打动。

去年3月底，17岁的周江涛，吸着氧

气坐在病床上，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写

了一封信⋯⋯依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

被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他的眼角膜，后来成功移植到眼疾患者

身上。

“家里除了姐姐，没有一个人愿意跟

他讨论遗体捐献这个话题。在生命的最

后，他一个一个做思想工作⋯⋯”说起这

些细节，曹燕芳依然会泪目。

在浙江，实现器官、遗体捐献的夫妻

有 31 对，两代人都实现捐献的有 6 户家

庭。“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生命之后还有生

命。”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李伊平

器官、遗体捐献
浙江已有30万志愿者

新闻+

昨天，记者到假山新村寻找宣阿姨家，一位头发花

白、身着红色羽绒外套的阿姨骑着自行车，远远地朝记者

呼唤：“小伙子，你在找什么？来来，我带你去。”

记者跟着她的车，一路小跑，来到了目的地楼下，才

知道这位热心阿姨就是宣美丽。老人今年 71 岁，杭州

人；老伴杨金才，76岁，诸暨人。

“我喜欢穿红衣服，好看，要是头发再白一点就更好

看了。”几句话，就能感受到宣阿姨的豁达和爽朗。

她家住一楼，是租的一间套房，新装修的房子显得很

通透，房间的电脑上正播放着电视剧。“原来是和儿子一

家一起住，在五楼，年纪大了爬不动，我们就想着在低层

租一套。”说话间，宣阿姨拿出了她签过字的《浙江省遗体

捐献志愿书》，边上一本空白的是留给老伴的。

记者看到，宣阿姨选择了捐献遗体、眼组织（角膜）以

及脑组织，“遗体和脑组织可以用于医学和科学研究，眼

角膜可以用来移植，蛮好的。”

宣阿姨说，很多年前，她和老伴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

想法，他们看到遗体捐献相关的新闻以及科普，更加坚定了，

“我记得是我先提出来的，问了老杨，老杨就说了一个字，好。”

今年，正好假山路社区和省红十字会试点在社区开

展器官捐赠、遗体捐献的“两捐”试点工作，老两口立马就

报了名。

多年前两人就说好，要一起捐献遗体

年轻时，他们都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转业到同

一家工厂。两人 1974 年经人介绍认识，次年结婚，明年

他们就是“金婚夫妻”了。

宣阿姨说，当时杨金才为了不和她分开，主动选择从

更高的岗位回到基层。

相处近五十年，平常生活他们也难免会有争吵，但每

次都不隔夜，甚至出去遛弯回来，气就散了，“互相要多理

解，多沟通，没什么是解不开的。”宣阿姨说。

以前没有手机，谁出门了，都会在桌子上留张条子，

“去哪？干吗？大概什么时候回家？回不回来吃饭？省

得互相担心。”有了手机，就会打个电话，“有时候时间估

不准，就多打两个，安心。”

家里买了电脑，宣阿姨上手快，最开始她把怎么开

机、怎么操作写在纸上，一点点教老伴。慢慢地，电脑变

成了老伴杨金才的专属。

孙女上高中后，突然闲下来的宣阿姨选择加入志愿

者行列。有一次去培训时，她才知道志愿服务是做什么

的，感觉很快乐。回家和老伴一商量，她决定加入，这一

做就是十余年，志愿服务时

间超过 6000 小时。在志愿

服务过程中，宣阿姨还学会

了修脚、理发。

家中醒目的位置上，摆放

着“杭州市功勋志愿者”“杭州市

优秀志愿者”“杭州市绿化积极分

子”等各种志愿荣誉奖章。

每周一、周五，宣阿姨会在社区

做志愿者，每周还会在两家医院做志愿者，“常常一做就

是站一天，蛮累的，只要身体吃得消，我会一直做下去。”

她说。

老伴杨金才也不闲着，平常会给年轻人上党课，为邻

里调节纠纷、排除疑难杂症等。社区工作人员都说：“杨

叔叔的脾气很好，他说的话，大家都听的。”

所以当老两口提出要捐献遗体时，社区工作人员并

不惊讶，“这就是他们会做出来的事，我们都要向他们学

习。”

结婚近50年，他们出门总会互相报备

宣阿姨正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字

宣阿姨和老伴杨金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