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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已达5126名

更有超34万人成为后备志愿者

慎终追远又清明
传承接力敬生命

又一年清明。

莺飞草长，思念成殇。

生死命题，无人能解。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理解生命价值，就会更理解死亡。

有一部分人，在人生划上休止符前，会选择一种方式，让在

死亡和生存边缘的重病患者重获新生。他们用最后的光华，照

亮了另一个生命的黑暗。虽然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却以另一

种方式延续着生命的价值。

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了解到，截至3月底，全国已

经有 670 万余人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实现捐献例数

超过5万例。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一场场生命的接力赛。

在这个赛场上，有一群平凡又不凡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如何坦然面对死，又如何积极获得生。

35岁以下捐献志愿登记者超75%
为生命接力积蓄“星火”

“天才”翻译家金晓宇跟随父亲金性勇的脚步，在《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只是单纯地想：“人

去了之后，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拾荒助学十余年的“无花果爷爷”王坤森，决定死后将把遗

体捐献给曾经工作多年的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学生们的“大

体老师”，以这种最为特别的方式“重返讲堂”。他说：“燃尽自

己照亮他人，是我最后的光荣。”

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将在5月1日正式施行的《人体器

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相比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增加了“捐献”，这一变化，折射出“捐献”之于“移植”的重要意

义，无疑也是在为实现“生命接力”积蓄“星火”。

“捐献器官、遗体在大众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是逐年增高

的。”浙江省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说。

2010 年，浙江省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第一年实现

捐献 260 余人，第二年 500 多人⋯⋯2018 年将近 8000 人，

2019 年 34000 人⋯⋯随着社会宣传普及的推广、社会大众理

念的转变等，捐献志愿登记者的数量迸发式增长。

在位于杭州钱江陵园的浙江省红十字“生命礼敬园”纪念

碑上，镌刻着全省 5126 位捐献者的名字，同时还有 34 万余名

爱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志愿捐献者。

其中，超过 75%的捐献志愿登记者年龄在 35 岁以下。这

就意味着，年轻人成为了捐献登记的主力军。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星（化名）在线上报名登记人体器官捐

献。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我看了很多关于生老病死的纪

录片。器官捐献能让危重患者减少等待时间、延续生命，是‘在

生命尽头为社会作最后一次贡献’的好事。作为年轻的一代，

应该摒弃陈旧思想的禁锢，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个人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接受移植者也会成为捐献志愿登记者

传者延其志，承者受其礼。

器官和遗体捐献者将“生命礼物”留在世间，为器官衰竭的

病患带来新生的力量，为眼疾患者带来光明的希望，为医学事

业带来新的进步。

“一个人活出两个人的精彩”在被一一书写。

汤建辉是一名资深运动爱好者，也是一位肝移植受者。因

为长期工作压力，正值壮年的汤建辉体检查出肝癌。万幸的

是，他得到了生命的馈赠，成功完成了肝移植手术，重获新生。

走路、游泳、慢跑⋯⋯心肺功能在渐进的运动之下逐渐恢复。

如今，他已完成了参加 5 次杭马全马和 2 次半马的壮举。“器官

移植给了我又一次生命，而这一次更加精彩。”

完成肺移植不满 3 个月的山东姑娘阿斯（化名），已经迫不

及待地骑上自行车在城市里走街串巷了。2022年5月，她确诊

为罕见病卡斯特曼，引起肺功能严重受损，呼吸困难，不能出

门。好在今年，阿斯完成了肺移植手术。“当可以正常呼吸的那

一瞬间，我的身体里就住进了另一个人。感觉很奇妙。”有些腼

腆的姑娘常常“刻画”出捐献者的模样和性格，“ta棱角分明，脸

上总带着温和的笑意，特别善良，生活健康，家庭幸福。”

带着积极的“幻想”，阿斯也在努力地开启重生之门，她计

划下半年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读书，然后带着顽强的生命力去感

受山河无恙。

多年来，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直和捐献者的家

属保持联系，希望给他们带去帮助和安慰，比如说组织实施捐

献者家庭子女关爱、捐献者失独失养父母关爱等公益项目。“我

们在实践中发现，不少提供帮助的正是捐献者家属、移植接受

者，他们更能体会身处绝境的滋味，让爱蔓延，让爱循环，生生

不息。”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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