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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动员……
本报记者 张丹

作为献县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何伟6年来配合当地红十字会带动1600多
人签订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何伟何伟（（右右））指导捐献志愿者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指导捐献志愿者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

何伟何伟（（左左））和队员们上街宣传器官捐献和队员们上街宣传器官捐献

5月 9日上午，何伟正在为
即将在献县举行的遗体和人体
器官志愿捐献签字仪式做着准
备。

也是在这一天，他对献县签
订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的人数做了个统计，线上线下加
起来，已经达到1670人。

这个数据，让当了 6年献县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
的他感到欣慰。

挨骂

今年 40 岁的何伟，是献县
河城街镇马庄河村人。

如果没有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这项工作，他就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农民，在村里开个超市，
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计。

然而，这项工作让他这个
普通农民的身份又变得不再普
通。

说起做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服务这项工作，何伟说，
算是一种机缘巧合。

何伟是个热心人，在 2017
年之前，他和一些热心肠的朋友
成立了一个爱心团体，帮助身边
的孤寡老人。

2017 年，在献县文明志愿
者协会组织的一次培训中，献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他们介绍
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从
那个时候起，何伟对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
了捐献工作对社会的重要性。

不久以后，献县文明志愿者
协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成立。因为热心肠，再加上对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了解得相对
多一些，何伟当选了志愿服务队
的队长。

当时的志愿服务队，算上何
伟，一共有5个人。

何伟记得，志愿服务队宣传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以惨败
开局的。

当时镇上有大集，他们就印
了宣传页去宣传。这是当时他们
能想到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没有经验，也不懂宣传技
巧，他们几个人拿着宣传页，遇
到人就直接问：“您要进行器官
捐献吗？”

迎接他们的是对方的白眼。
何伟说：“白眼还算好的，还有的
直接就骂街了。”

何伟说，这也怪不得人家，
沧州市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在
2014 年秋天才成立，当时很多
人对器官捐献还不了解。

“当时无偿献血经过媒体的
报道，已经被很多人了解。对于
器官捐献人们还不了解，许多人
认为器官捐献是在人活着的时
候就从身上往下摘。”何伟说。

何伟他们赶了许多集，挨
了不少骂。“那会儿是真有点儿
怵 头 了 ，因 为 挨 怼 挨 骂 太 多
了。”何伟说，他们也在总结经
验教训，一点一点改变宣传方
式方法。

失落

挨白眼也好，挨骂也罢，但

一次次的宣传终归是有些效果
的。

2018 年春天，献县红十字
会的负责人给何伟打电话，说陈
庄镇有位老人看了他们的宣传
页，想要捐献器官。

何伟他们第一时间带着志
愿书去了老人家。

何伟说：“打个不恰当的比
喻，就好像盯了好久的一个项
目，终于要谈成了一样。”当时他
们心情很激动。

到了老人家里，他们了解
到，老人 70多岁，已患病多年。
老人看了他们的宣传页后，想在
百年之后捐献自己的器官。

就在何伟他们和老人聊着
的时候，老人的子女赶来了。“老
人子女坚决不同意老人做这件
事。”因为子女的反对，最后老人
没有签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何伟当时很失落，兴冲冲地
来，两手空空地回去。

虽然很失落，但何伟他们非
常理解老人子女的想法。“从感
情上来讲，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
父母的器官或者遗体被捐出
去。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子女
把父母的遗体或者器官捐出去，
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邻居或者亲
戚的非议。没有人愿意落这个不
好的名声。”何伟说。

后来的一两年时间里，这样
的失败，何伟他们已经记不清经
历了多少次。

“有的是本人同意，子女不
同意；有的是本人想捐，子女也
同意，但老伴儿不同意。一家人
因为捐献遗体或人体器官产生
分歧，开始是一家人吵吵起来
了，后来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

上，吵着吵着就会说出一些难听
的话来。”何伟说。

带动

何伟说，他仍记得第一次有
人通过他签订捐献器官志愿书
时的情景。

何伟说，那是一位老大姐，
她的老伴长年瘫痪在床，在这个
过程中，何伟他们作为爱心人
士，经常去慰问这位老大姐。老
大姐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多人的
帮助，她也想回馈这个社会，但
自己无以为报。在了解到器官捐
献这个事后，老大姐主动联系了
何伟，并且做好了家属的思想工
作，签订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何伟说，第一次有人签志愿
书，他心里可谓是感慨颇多，既
有第一次签成的激动，又有对当
事人的尊敬，还有看到人们对器
官捐献有了进一步认识的欣慰。

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
宣传的深入，人们对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了解越来越多。在之后
的宣传活动中，现场就会有人签
订捐献志愿书。

不仅仅是签订志愿书，还有
越来越多的人在签订志愿书的
过程中，纷纷加入到志愿服务队
中来。

一天，何伟接到一名女子的
电话，女子说她要签订捐献遗
体志愿书。当何伟他们见到这
名女子时，发现她只有 30岁。何
伟说：“你这么年轻，现在签这

个，是不是有点儿早？”
这名女子就是马冬梅。她

说，自己的一些亲人年纪不大的
时候得了重症。一个个亲人的离
世，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知。
她想为医学、为这个社会做些贡
献。她决定在自己去世后，把能
捐的都捐了。

签订完捐献志愿书后，马冬
梅提出了加入志愿服务队的要
求。如今，她也是志愿服务队里
的一员了。

献县商林乡有一位残疾小
伙子。他了解到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后，给何伟打去了电话。

何伟说，他们见到这个小伙
子的时候，小伙子正在村里的疫
情防控点做志愿者。“当时他是
在疫情防控点签下的捐献志愿
书。”何伟说，后来这个小伙子也
成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宣
传员。

31岁的张星是献县的一名
教师。她在签订了捐献器官志愿
书后，也成了志愿服务队中的一
员。

在她的影响下，她的 3位亲
属也签订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

大爱

“生命的延续，需要您的关
爱和帮助。”何伟说，现在他这个
大老粗农民，学会了很多温情宣
传用语。

宣传用语带来的变化是显
而易见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
受他们的宣传。

何伟告诉记者，今年 3月 8
日，献县遗体和人体器官志愿捐
献签字仪式举行时，线上线下签
订志愿书的人数是 1500 人。今
年4月29日，沧州市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纪念园正式开园，坚定
了更多人想要签订捐献志愿书
的决心。如今，献县签订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的人数已
经达到了1670人。

“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有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愿意让生命得到延
续。”何伟说，这离不开各级红十
字会的努力，作为志愿服务队的
一员，他也更深地感受到了这项
工作的意义。

何伟说，6年前他留下了一
个心理阴影，只要手机显示归
属地不是沧州的电话，他都不
敢接。因为做器官捐献志愿服
务工作，开始有的人用外地的
电话骂他，还问他能从中赚多
少钱。

如今，这样的骚扰电话慢慢
变少了，何伟愿意把这归功于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已经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何伟清楚地记得这样一组
数据，中国每年约有 30万人需
要器官移植，但每年仅有约 1万
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何伟说，这就需要他们更加
努力宣传，因为只有让更多的人
了解并接受了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才能让更多的生命得到延
续。

（本版照片由何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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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公司房产对外出租
位于清池南大道与解放路路口西南角的联通大厦D座（现张家口银行位置）房产和院落对外

整租，报名截至5月19日。另有三处房产招租：欣怡商务中心六楼约320平米；解放西路邮电小
区门市约80平米；新华东路联通大厦B座2、3楼4000多平米。咨询电话：3030095、3021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