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例》的施行使人体器官捐献与
移植工作更加规范化、法制化。

在有的人看来，协调员在做一件“残
忍”的工作：劝说人们将离世至亲的器
官捐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正是
有了协调员的努力，他们才得以从死亡
边缘获得新生。

“正如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忠华所说，没有
器官捐献就没有移植，器官来源是一个
根本的社会进步问题。”马媛告诉记者，

《条例》自 5 月 1 日起施行后，协调员忙
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这是因为，《条例》不仅明确国家鼓
励遗体器官捐献，红十字会要加强人体
器官捐献组织网络、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和管理；而且，明确医疗机构从事遗体
器官获取应当具备的条件中，包括有专
门负责遗体器官获取的部门以及从事遗
体器官获取相适应的管理人员、执业医
师和其他医务人员；获取遗体器官，应
当经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等。

“我们现在到医院开展工作，有了明
确的联络人，沟通配合都更加顺畅了。”
何山感慨。“《条例》的施行，使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工作更加规范化、法制化，
也将促使协调员队伍更加职业化、专业
化。”杨青彦说，《条例》的施行还有助于
提升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信任度和参与
度，为协调员的工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支
持和保障。

奔走在生死间的“摆渡人”
如果生与死之间是一条河，那么，人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简称协调员）便是这条河上的“摆渡人”，他们把
微弱的光亮收集起来，去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跋涉的人。

今年5月1日起，《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简
称《条例》）正式施行。对协调员来说，同样是每天24
小时超长待机工作，同样是日复一日为生命延续奔波
忙碌，同样要面对一次次拒绝和不可预知的大起大落
……不同的是，大家忙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我们原来到医院开展工作，不知道该跟谁对接，
全靠摸索。现在医院都有了具体联络人，对接更加顺
畅了。当然，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严格程序
以及使命挑战，还跟之前一样。”近日，记者采访几位优
秀协调员代表，听他们讲述协调工作中的心酸与挫折、
感动和欣慰，以及《条例》施行后对协调工作的影响。

“想让捐献？门儿都没有！”还没等做
完自我介绍，他双手呈上的人体器官捐献
协调员证，就被对方狠狠地摔在地上……
多年过去了，杨青彦心中仍抹不去当年被
拒时的阴影。

一路走来，他记不清多少次被拒绝、
被人围着说难听话，最不堪时甚至被围困
到“差点限制人身自由”。而他心里珍藏
的，更多是感动。

2010年，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
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随之产
生。按照资格准入，相关人员通过培训、考
试，持证上岗。杨青彦是河南省首批协调
员之一，也是郑州七院的第一位协调员。

他曾在捐献者家属同意捐献亲人的器
官帮助别人时，悲伤又感动地眼含热泪，也
会悉心照护捐献者走好人生最后一程；为
了让更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看到希望，
他的手机常年24小时开机，曾经历过36个
小时不合眼的忙碌，最长的一次协调足足
努力了一个月……

杨青彦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协调的情
景。当时，一位56岁男子在郑州打工时突
发脑出血，已没有自主呼吸，患者22岁的
儿子守在ICU外一筹莫展。

咋张口说？他盘算了快俩小时，忐忑
不安地走上前，第一次开口紧张到手心出
汗，“你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想
跟你交流一下你父亲的病情以及对器官
捐献的认识，可以吗？”

小伙子迟疑了一会儿，礼貌地回应：
“我爸情况咋样？我能不能进去看看？”杨
青彦帮忙分析了患者的病情，又带男孩进
去看了父亲。出来后，男孩聊起家常，说
父亲有病舍不得吃药，打工供他和妹妹读
书，伤心地哭了起来。

杨青彦赶忙安慰开导，顺势聊起了器
官捐献，男孩回了一句：“器官捐献？是不
是器官买卖？”

“不是。”他说，器官捐献是国家支持
的大爱事业，可以让捐献者生命的一部分
延续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男孩想了足足有两分钟，说需要跟家
人商量。当晚，杨青彦与河南省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一起连夜驱车赶往男孩家中。
男孩的母亲了解相关情况后，满眼热泪，
同意捐献，提出想见丈夫最后一面。杨青
彦又连夜开车带着这家人赶往郑州，回到
医院已是凌晨5点。

男孩的妈妈进去看丈夫，拿毛巾给他从
头到脚擦洗了一遍，忍住没有哭出声。

清晨六点半，家属签字同意捐献。接下
来，在场全体医务人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为捐献者在手术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鞠躬默哀。该男子捐献的一个肝脏、两个肾
脏，帮助3名患者重获新生。

“非常感谢这善良的一家人。”第一次
协调如此顺利，让杨青彦非常感动。听说
捐献者生前喜欢西装可没舍得买，他和同
事买了套崭新的西装给捐献者穿上，又帮
忙联系殡仪馆火化，直到送捐献者骨灰回
到家……至今，他一直跟这家人保持着联
系，能帮上忙的尽力帮。

第一次开口紧张到手心出汗

当然，并非每次协调都如此顺利，更
多时候，协调员面临的是挫折和打击。

马媛的第一次协调，就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尝试跟家属沟通时，我特别紧张，
小心翼翼地跟家属说了身后捐献器官的
大爱之举，说话时声音有些颤抖，生怕家
属会生气……果然，家属不同意，说话很
不客气。”

马媛是杨青彦一手带出来的优秀协
调员，截至目前，河南省共有4名协调员
获得“全国优秀协调员”荣誉称号，她是其
中之一。

今年是马媛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她说，十年的协调工

作里，有心酸，有难过，有挫败，也有安慰。
她清楚地记得，7岁小女孩梦梦不幸

遭遇车祸，在医院抢救20多天被判定为
脑死亡后，梦梦父母为是否捐献孩子的器
官激烈争执的情景——

当时，马媛试着跟梦梦的父母谈起器
官捐献的事情，希望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
方式在世间延续。梦梦的妈妈泣不成声，
爸爸低头不语，等了好久，他说：“我同意，
这样我的女儿还在。”

“你怎么这么残忍？！”梦梦的妈妈非
常激动，站起来指责他。

马媛把梦梦的妈妈叫到一边，想安慰
她。没想到，对方打开手机，一边给她看一

边哭诉：“这是我们给梦梦刚装修好的房
间，我把她卧室的墙面、床铺、书桌都装成
她最爱的紫色，可是她没机会住进去了
……”“那一刻，我的内心被揪得生疼！眼
泪夺眶而出。我也是一名母亲，我能感受
到她的那种悲痛，自己捧在手心里呵护长
大的孩子，突然要离父母而去，换了谁都接
受不了。”因为是协调员，马媛强忍着悲痛
劝慰梦梦的妈妈，“您误会梦梦的爸爸了，
您可以哭出来，他作为男子汉把眼泪都流
在了心里，他同意捐献是希望你们的女儿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您得理解他……”马媛
的一番劝慰，让梦梦的妈妈思考良久，后
来，她默默点了点头，支持了丈夫的决定。

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我的内心被揪得生疼！”

与“80后”杨青彦、马媛等协调员“老
将”相比，“90”后协调员何山坦言自己是

“新兵”。
何山原本在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工

作，见多了生死无常。后来，他通过培训、
考试，拿到了协调员证，加入到协调员队
伍。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除了在本院忙
碌之外，还时常深入到豫北的一些医院参
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忙起来周末、节
假日也难得回来，跟家人聚少离多。

何山最难忘的一次协调，是在儿子出
生那天——

妻子临产住进了医院，他正忙着陪护
时，电话响了，得知一位患者被判定为脑死

亡、家属有意愿在患者逝世后捐献其器官，
何山赶忙叫来家人陪护，立马赶过去进一
步协调。

“家属前后来了三拨人，人生地不熟
的，需要我开车接送，还需要我认真地各讲
一遍人体器官捐献是怎么回事儿，能帮助
其他人，也能让患者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协调忙活大半天，听家属明确表示同
意捐献、第二天签确认登记表，何山这才赶
去看望妻子。

“我赶到时，孩子已经出生，母子平安，
抱起孩子的那一刻，我特别开心，感受新生
命降生的喜悦，突然，禁不住想起那位患
者，莫名的悲伤涌上心头。”当时的五味杂
陈、心绪难平，他至今难忘。

“生命接力，大爱延续，器官捐献，生命
永续。”医院为了方便何山等协调员更好地
开展工作，专门设置了一间办公室，方便协
调员和患者家属沟通。墙上悬挂的宣传板
上，“器官捐献是人间大爱善行”“让生命突
破生与死的藩篱”等内容非常醒目，还有热
点问题解答，以及器官捐献的案例。

比如，2022年8月，8岁女孩小心蕊被
诊断为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手术后胶质瘤
复发，陷入昏迷。经过协调员等人的努力
沟通、协调，家人同意捐献小心蕊的一个肝
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帮助5名患者。

又如，去年8月，26岁的护士计梦瑶下班
途中遭遇车祸，家属忍痛捐献她的肝脏、肾脏
和眼角膜，一朵花谢了，五朵花又开……

前后给患者的三拨家属做工作，等他忙完儿子已降生

据了解，《条例》施行前，河南省的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就已按照“顶格严”
的流程来开展。比如，每一例人体器官
捐献都要完整地填四份表格，尤其在人
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上，“亲属
关系确认”一栏，配偶、父亲、母亲、成年
子女等要逐一签字；“捐献决定”一栏，
家属同意并代表捐献者做出离世后自
愿、无偿捐献决定，同意捐献的器官逐
一明确；亲属确认一栏，还要签字、按手
印。此外，要填写人体器官获取组织，
其负责人要签字，两名协调员也要签
字，缺一不可。同时，还要完成网上的
相关登记和材料上报。

记者从河南省红十字会获悉，依据
相关法规要求，目前，河南省确定红会
系统51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移植医疗
机构 16 名工作人员共计 67 人，作为红
十字志愿者，同时又是持证协调员，参
与河南省人体器官捐献见证工作。协调
员见证的指派，遵循轮流、便利、就近、
均衡的原则，要求协调员依法依规进行
器官捐献见证工作。

“作为协调员，我们的使命就是当好
生命‘摆渡人’，让更多的患者重燃希
望，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河南省红
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姚玉祥主任
说。

回想自己的十年坚守，马媛由衷感
谢捐献者家属的大爱和鼓励，“是他们
给了我力量，让我看到了亲人的爱与不
舍，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会继
续走下去，为更多在绝望中等待的患者
带去生的希望”。

据《大河报》

当好生命“摆渡人”

让更多的患者重燃希望
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协调员与家属填写器官捐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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