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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
十年劝捐路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深读

小丁接着问：“那你每天看见
这么多生死离别，怎么能够做到
坦然？”
“我也做不到刚碰上难过的

事情，很快就能放得下。有时候我
也想来想去想不通，晚上睡不着
觉，我就去血站，在献血现场跟大
家大声说笑，看见这么多人因为
我的解释，他们愿意献血，愿意帮
助别人，一些放不下的难过的事，
慢慢就想开了，你现在做不到坦
然，这很正常，只是需要时间，需
要你把这些憋在心里的话倒出
来。”高敏回答。
“我不后悔捐献，我只是想念

妈妈。”小丁喃喃地说。
“他理解我说的国际惯例，如

果器官受益人签署了私密协议，不
想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给捐献人家
属，医院和红十字会就必须遵守他
的意愿。但我看得出来，小丁还是
从心底想知道，妈妈的生命到底在
谁的身上得到了延续。”高敏说。
8月 18日中午，正要吃午饭，

一直喜欢奥数，梦想着成为数学

家、物理学家的小丁，突然问叔叔
和高敏：“我将来当医生，是不是
可以更直接地帮助到更多的人？”

后记：

丁思成自己并不知道，8 月 3
日，就在妈妈器官捐献的当晚，殷
小利的肝脏已经移植给一名 48
岁的广东籍男性肝癌患者。手术
从当晚 10 时多持续到次日凌晨 4
时，手术情况良好。

另外两个肾脏分别移植给了
一名 29 岁女性患者和一名 55 岁
男性患者，这两人都是尿毒症合
并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由于眼角膜可保存时间比肝
肾更长，所以目前还暂放在中山
医院眼科中心，等待移植到合适
的患者身上。此外，留在深圳的四
块半月板在适当的温度下可保存
3 个月，届时也将移植到合适的人
身上。

殷小利的器官，将最终帮助9
个人重新获得希望。

“我不后悔捐献，
只是想念妈妈”
深圳13岁男孩说服家人捐献母亲9项器官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每天回家，他还会

习惯性喊一声妈妈”

8月18日上午，在深圳市布吉镇
的家里，穿着黄色短袖衫的丁思成坐
在双人沙发上，像其他孩子一样，不
停地调整着坐姿。他刚斜倒着躺下，
又呼一下坐了起来。

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将近一米八
高的丁思成，猛然从两张紧挨着的沙
发中间跳过去，跑进妈妈的卧室。

客厅的侧墙衣橱上第一层，放着
殷小利的遗像，这个还没过46岁生日
的女人，看上去宁静、安详。第二层是
丁思成三四岁时的照片，胖乎乎的小
手摆出一 V 字形，并不像眼前这个
眼圈发红的瘦弱男孩。

几分钟后，小丁拿出一台银白色
的相机，还没落座，他就急切地打开，
右手拇指不停地按动相机上的翻页
按钮，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显示
屏——— 他想看看自己一共有几张跟
妈妈的合影。

7月23日，殷小利曾带着小丁去
爬深圳的梧桐山，这是她最后一次陪
儿子出游，可惜没留下照片。

自从妈妈去世后，小丁的时间就
像凝固了一样，他总是呆在家里，仿
佛能闻到妈妈的气息。
因为小丁的舅舅要成为他的监护

人，已经回湖南老家办理手续，走时委
托小丁的叔叔照看他。“小区里的孩子
每天都叫思成出去玩。但他回来一进
家门，总会习惯性地喊一声‘妈妈’，一
看见是我在家，他就会发一会儿呆，然
后坐到沙发上。”叔叔说。

在小丁读六年级时的作文本上，
有一篇《一袋沉甸甸的饺子》，这是他
仅有是的两篇获得“A+”的作文之
一，写的是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里
面至今留着这样的话：“每当我看见
别人如何爱自己的孩子时，就想到母
亲一个人带着我，是多么不容易。”

小丁的妈妈殷小利是深圳一位
会计师，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

在小丁叔叔的印象中，“殷小利

始终身体力行教儿子怎么做人。他们
家里有很多废纸废塑料盒这些东西，
从来没卖过钱，都是收拾好，让小丁
直接送给收破烂的老大爷。”

母子俩关于器官捐献的一次对
话，就发生在不久前。
“妈妈本来是不赞成器官捐献

的，她说按照老家的说法，人死了要
保留全尸安葬。妈妈还说，器官捐献
之后，只是让医生练练手。后来有一
次在家吃饭时看电视，里面有一个人
死后捐献了眼角膜，移植到病人眼
里，病人就能看见了。妈妈很受触动，
接着就去电脑上查，发现真是这样。
后来，妈妈说，如果每个人都不捐，那
得死多少人啊。如果她去世了，一定
要把能用的器官都捐出去。”

说这话时，母子之间很随意，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小丁
竟然真帮妈妈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长大了，知道捐

献是怎么回事”

7月28日的早上，小丁看着妈妈
起床，看着她像往常一样，准备到社
区去跳舞。可妈妈还没有迈出家门，
就突然倒在了地上。
“妈妈叫我去叫救护车，这是她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丁说，自己
叫来救护车，把妈妈送到医院，结果
被诊断为突发脑溢血，殷小利很快陷
入了昏迷，医院也给家人下达了病危
通知单。

高敏见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高敏，是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
公室协调员。
“那是8月2日早上8点多，”高敏

记得很清楚，那天，她本来要去看望
一个有捐献意愿的老交警，突然接到
深圳市红十字会、丁思成的舅舅、深
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分别打来的电话。

高敏急匆匆赶到医院。探视完殷
小利，她就开始填写志愿书。这时，高
敏发现殷小利没有第一顺序的直系
亲属，而丁思成又不够法定年龄。

这时，小丁对高敏说，“我已经长
大了，妈妈生前什么事情都要跟我商
量，这些事情我都懂。阿姨，我知道捐
献是怎么回事。我跟舅舅、小姨都商
量过了，他们也同意。”

小丁并没有说，8月1日晚上，在
听外甥说出想捐献妈妈器官的想法
后，舅舅在小区里整整转了一夜，最
后他选择尊重外甥的想法。
“小丁在说他的决定时，很平静，

平静得让人心痛。”高敏的心像被狠

狠揪了一下。
8月2日下午5点半，丁思成的舅

舅殷小文作为小丁的监护人，签订了
《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
愿意在殷小利去世后，捐献出其一个
肝脏、两个肾脏、两个眼角膜等五项
器官。
“你理解吗？这个过程不是我说

服他们捐献的过程，而是他们劝服我
接受捐献的过程。”高敏说，虽然每次
都是家属先有捐献意向，她再介入，
但她还没见过这么坚决、特殊的情
况。而且签署协议现场，小丁放弃了
捐献者的信息保密协议，愿意有限度
地接受媒体采访。

“阿姨，我妈妈的心

愿实现不了了吗”

8月3日上午10点左右，殷小利病
情急转直下，出现脑疝症状，心跳停
止，血液不再循环，接下来就可能引
发心脏等器官衰竭，最终导致捐献器
官没有摘除价值。
“这时候我抓紧跟中山大学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
院)联系，中山医院的专家立即通过
电话，指导医院医生抢救，抢救了 20
多分钟，一直没效果。小丁和舅舅等
殷小利的家人都等在抢救室门口，双
手紧紧抱在怀里，紧张得手心、额头
都是汗，那时候大家心都揪得紧紧
的，真像提到了嗓子眼。”高敏说。

可此时的抢救和等待，并不是为
了留住殷小利的生命，而是为了等待
摘除专家的到来，完成殷小利的遗愿。
“继续抢救了50多分钟，还是没

效果，即使暂时抢救过来，也有可能
随时停止呼吸。这时候离中山医院的
评估和摘除专家团队赶到，还需要一
个多小时，他们怕来不及，甚至想放
弃了。”

抢救进行到将近一个半小时的
时候，抢救医生疲惫而又焦虑地走出
抢救室，告诉小丁，他们真的尽力了。
小丁突然哭了，他问高敏：“阿姨，

我妈妈的心愿实现不了了吗？真的救
不了吗？她想帮别人都帮不了吗？”
“这时候家属都呆呆站在抢救室

门口，我想给小丁解释，必须要专家
团队赶到才能手术，但只能张开嘴，
说不出话，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后来
我就进了抢救室，到里面给医生打
气，祈求他们一定再尽力继续抢救。
我看见，这时候主治医生和护士也累
得满头是豆粒大的汗珠。”

这是坚强的丁思成第一次哭出

声来。
“复苏过来了！又有心跳了！”艰

难的等待后，一位护士跑出抢救室的
门，激动地告诉小丁等人。

后来医生解释说，这也是殷小利
自己的意志力，如果她自己不坚持，
也很难见效——— 这说明她有这个心。
也许，她知道儿子说出了自己的选
择。

这时马上使用呼吸机，虽然殷小
利的脑部已经死亡，但可以让她保持
心跳，维持血液循环和器官的生命体
征。

这时，评估团队和摘除专家团队
也打乱了出发顺序，携带设备同时迅
速赶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听说妈妈抢救过来了，揪着的

心稍一放松，小丁一下蹲在了地上，
双手捂着眼。”当时在场的一位护士
回忆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孩子
的亲人生病得救了，可谁又知道，这
次最终得救的，却是远方需要器官移
植的受益者。

殷小文和妹妹握着高敏的手，不
停地说着感谢，说他们帮助小丁的妈
妈实现了愿望。
“其实我该感谢他们，我之所以敢

说了两三次，让医生继续抢救，都是因
为病人家属的坚持，他们只要说一句
放弃，那我什么都做不了。”高敏说。

“多帮几个人，妈妈

会很开心的”

最终，评估团队于8月3日下午1
点50分赶到，各方面都达到捐献指
标。专家移植团队3点多赶到。

下午5点多，殷小利被推进无菌
手术室，医生将从她身上摘除一个肝
脏、两个肾脏、两个眼角膜。
“这时候，小丁和舅舅他们一直

围在殷小利周围，跟着走到手术室门
口，目送小利进了手术室，当时就觉
得像是进去给她做康复手术一样，做
完就好了，大家谁也不愿意走。”小丁
的叔叔说。
“阿姨，妈妈进去了。”小丁突然

神情恍惚地对高敏说，像是询问，又
像是告诉。
“生和死，来得太突然了，丧失至

亲那种痛，痛得让你麻木。但他又很
清醒，知道要帮助别人，完成妈妈的
心愿。”高敏说。

手术室的门自动关上后，小丁就
一直用手紧紧扣着门，后来高敏把他
拉开了，他又开始不停地揉眼睛，不
停地用矿泉水洗眼，他说自己的眼睛

很胀很酸，一个13岁的孩子，已经几
天没睡觉了。

摘除手术进行到一半，将近6点
时，进行摘除手术的专家团队给高敏
打电话，让她去手术室隔间，问她家
属是否愿意多捐一些器官，可以帮到
更多人。
“他们说在紧挨着膝盖的下方各

有两个半月板，在腿部的作用很大，
如果能把这四个半月板再捐出去，又
可以多帮助四个人。但需要重新填写
志愿书。当时小丁的舅妈、表哥也都
赶到了，我就问小丁和他的家人，每
个人都有四个半月板，如果把它们捐
出来，就能多救四个人，行吗？”
“当时小丁好像突然来了精神一

样，他问我‘是吗？’然后看了一眼舅
舅，殷小文点了点头。他就说：‘好，可
以，多帮几个人，妈妈会很开心的。’
接着又重新签订了志愿书。”说到这
里，高敏哽咽了。

“阿姨，什么是坦然”

妈妈的遗愿终于完成了，小丁紧
绷了几天的弦，也好像一下子断了。

8 月 5 日，是殷小利火化的日
子。小丁看上去傻傻的，低着头，小姨
和表哥一直扶着他，好像不牵着他
走，他就不知道该向哪儿迈步一样。

老家的一些亲属也赶过来祭拜。
虽然很多人都不认识，小丁还是走过
去，不停地说谢谢。
“当时孩子走路有些飘，跟他说

什么他都‘嗯’一声，恍若隔世一样。”
小丁叔叔说。这个孩子可能是生活在
单亲家庭的缘故，从小就学会了自己
承担、忍受，把自己埋得很深，痛苦和
难过很少跟人表现出来。“有时候，我
们真希望他能大声地哭出来。”
8月6日，高敏和深圳市红十字会

相关负责人去看望小丁。“小丁的眼
睛还是很红，混混沌沌的感觉，没法
从那个状态里走出来。我们对他表示
感谢，他看了看母亲的遗像说，‘妈妈
从小就是这么教我的，要学会帮助别
人，妈妈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后来，高敏接到小丁的电话，问
她：“妈妈的器官是不是都用上了？”

高敏说，妈妈走后，小丁曾悄悄
问她：“阿姨，什么是‘坦然’？怎么解
释？”

高敏回答：“坦然就是你能平静
下来，能很自然地面对、理解一件事
情，以很平常的心态接受一件事情，
没有纠结，不会忐忑，不会想不开。就
像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我知道你很坚
强，但也很难过。”

8 月 3 日，深圳 13 岁的单亲男孩丁思成送走了妈妈。

那天，46 岁的母亲殷小利因为高血压引起脑干出血，匆匆

离世。谁都没想到，13 岁的儿子丁思成全力说服家人，将妈妈的

1 个肝脏、2 个肾脏、2 只眼角膜和 4 块半月板捐献了出去，而这

些器官可以救 9 个人。

摘除手术期间，这个男孩双手紧紧握着手术室门的门柄，

眼睛里全是泪水，却强忍住不哭出声来。

手术进行到一半时，当专家团队提出能否再捐出四个膝盖

处的半月板时，男孩颤抖着对舅舅、小姨说：“可以，能帮助更多

的人，妈妈也会很开心。”

“我不后悔捐献，我只是想念妈妈。”8 月 18 日，记者在深圳家

中见到丁思成时，男孩默默地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帮妈妈完成

了遗愿；只是，从此之后他回到家里，只能从照片上看见妈妈。

▲殷小利遗像。 虽然有人安慰，丁思成仍然很伤心。（资料片）

高敏（左）正在向市民宣传器官捐献。（照片由本人提供）

医院院长说：“角膜捐

出去，那不成瞎子了”

14 年前，高敏离开老家山东
商河县，只身来到深圳，在妹妹家
帮着看孩子。而她自己 3 岁的儿
子，则被留在了老家。

原本只是短暂的帮忙，可高敏
没想到，她却因为各种意外留在了
深圳。这 14 年里，她从做“保姆”、
业余时间偷偷献血到做志愿者、义
务讲解员，最后变成自己原本一无
所知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2001年，第一次接触器官捐
献的高敏发现，原来这个社会并不
比她这个高中毕业生对器官捐献
多了解多少。
“别说跟我一样的老百姓了，

就是有些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都
拐不过弯来。”高敏说，有一次，她
对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说，能
不能在他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的
宣传牌。院长吓得连连摆手：“不
行不行！现在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
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辈子生出
来，肯定也会是个瞎子。”

如果说捐献者不理解，高敏会
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可是如果连医
院也不理解，她能怎么办呢？
“在国外，人员出了事故，属

于病危无法救治的，警方只要查明
他之前签署过捐献器官或遗体的
协议，就可以直接通知评估和抢救
团队的医生，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家

属，进行摘除手术。比如在美国，
有50家专门的团队负责捐献者的
器官摘除手术，他们都有直升机，
因为一旦心跳停止，血液不流动
了，很多器官很快就没了生命体
征。”

而高敏接触到的，有时候是家
属同意，也签了协议书，专家团队
也到了，医院却不敢提供手术室。
“2009年2月11日，在中山市

一家医院，一位叫郭光明(音)的患
者要捐献多个器官，当时医生很配
合，家属也很好，所有的情况都没
问题。”

到了第二天，正准备把患者推
进医院的无菌手术室进行摘除手
术。这家医院的医务科科长突然找
到高敏说，“你怎么能证明家属说
的话是真的，保证不反悔？如果捐
献完，你们把器官取走了，家属以
后来找我们怎么办？”

高敏急忙跟院方保证说，家属
填写了志愿书，肯定不会反悔。可那
个科长还是怕家属以后会找医院。
科长最后说：“随便你们怎么说，我
们医院肯定不会提供手术室，我看
哪个护士敢放你们进去！”

最终，高敏只能又联系了中山
市人民医院。“把患者拉过去进行
摘除手术，另外一名已经就位等待
移植的受益者，也不得不临时再转
到中山人民医院，捐献者和受益者
都转移完，已经是夜里11点多，前
后耽误了十多个小时，万一出意
外，这可是又一条人命啊。”

“做器官摘除，一分钟

都耽误不起”

跟高敏接触时，最显眼的就是她
瘦弱的双肩上，永远背着一个大双肩
背包，拎一下，足足有十公斤沉。

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资料，有
捐献者的资料，有捐献意向人的资
料，有高敏自己的各种证件……这
些，都是高敏拿经验、血汗和教训换
来的。
2009年，深圳一个 20岁的小伙

子因为被爹妈说了几句，喝了农药，一
直没抢救过来。到第六天晚上，家属找
到高敏，提出想捐献器官。

高敏赶紧赶过去，医院先是检
查她的身份证、志愿者证，但志愿者
证上没有照片，医院说这些没法证
明高敏的身份，最后还是从网上查
到高敏是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他
们才相信了。
“我是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

但我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
就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我是
器官捐献协调员，为红十字会干活，
却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样
的弊端是：我没有合法的身份，人家
开始不信任我；但也有好处：我是志
愿者，与器官捐献没有利益纷争，他
们又相信我。”

而深圳这名小伙子的父母也是
前前后后犹豫了两个多小时，才决
定捐献器官。

家属填了资料签了字，孩子已
经没了呼吸，器官捐不成了，只能捐
眼角膜和遗体。高敏又回到办公室
拿资料，重新签署。等医生取完角
膜，送到太平间，工作人员准备登记
时，一听说是喝农药死的，属于意外
死亡，必须报警，由公安机关证明到
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高敏一时蒙了，还没等她反应
过来，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报

警了。结果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调
查发现，人死在福田区的一家医院，
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但其居住地是
在另外一个辖区，属于罗湖区公安
局管辖。
“这一下又涉及两个区的公安

机关，先是两个区分局联系，然后再
让两区的派出所联系，这时候家属
彻底忍不住了，一甩手就走了，他们
觉得做点好事真难，一摊子事都交
给我办。”高敏苦笑着说。
最终，太平间又让把遗体送到殡

仪馆，但当时找不到车，高敏说，后来
是一位志愿者用私家车把遗体送了
过去，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

让高敏忘不了的还有深圳一对
老夫妻，老两口退休后移民去了美
国，刷了十年盘子，也拿到了绿卡。
但他们又回到了深圳，觉得还是祖
国好，不想再回去了。可在深圳，他
们的户籍已经没了，两人无处落脚。
就这么过了两年，他们想回美国也
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国
家，成了“黑户”。

后来，老太太患了脑瘤，一直跟
高敏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因为她
没有户籍，两个孩子也都在国外，到
殡仪馆都没法火化。他们就把在美
国的绿卡和移民时的手续交给我保
管，我现在就随身背在包里，一听到
不幸的消息，立即赶到他家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整天背着这个

10公斤的背包，整天穿着登山鞋或运
动鞋的原因。这样可以随时接到患者
家属电话，我就能立即赶过去。咱们国
家是以没有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的
判断标准，这就要求在他停止呼吸的
最短时间内，为其进行器官摘除，有时
候一分钟都耽误不起。”说这话时高敏
显得有些无奈。

他不知道，妈妈其实是

这个城市的骄傲

在高敏的相机里，存着所有通
过她捐献或即将通过她捐献的捐献
者的照片。“这个18岁的孩子，是壮
族人，到河里去游泳，却再也没上
来。他父亲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最终
觉得既然儿子这么喜欢深圳，就把
儿子遗体留在了深圳，捐献给我
们。”
“每天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好

在妹妹理解我，她说你想做志愿者
就做吧，你不是属于咱们家里的人，
你是属于这个社会的。”
有一年，深圳市搞了一场给外来

建设者送机票回家过年的活动，也给
了高敏一张，但高敏没有回去。在高敏
经常去的献血站旁边的天桥上，有个
乞丐叫住她问：“大姐，不是给你机票
了吗？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高敏很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陌
生人。这个陌生的乞丐对她说：“大
姐，我叫你哪，放心，我跟谁要钱，也
不跟你要钱，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啥
情况。”

听到这话，高敏说自己“心里特
别热乎”。
“鱼翅燕窝，是一顿饭，粗茶淡饭，

也同样是一顿饭，有时候忙起来一天
不吃饭。有时候上公交车，司机都不跟
我要票。”高敏说，正是通过做器官捐
献协调员，她在这个原本陌生而发达
的城市，反而找到了她一直追求的无
价财富和亲情。

这几天正赶上深圳举办大运
会，高敏17岁的儿子被她从老家商
河县接到深圳，成为大运会的一名
志愿者。

儿子一直以为，妈妈是这个发
达城市一个没有工资的最底层人
员，他却不知道，其实妈妈是这个城
市的骄傲——— 根据统计，截至捐献
者殷小利，深圳市共有眼角膜捐献
455 例，器官捐献 59 例，遗体捐献
38 例，其中仅遗体一项经高敏协调
成功的就达 36例。

“13岁男孩独自说服家人，捐出母亲的9项器官。”8月初，当这则消息在互联网上被疯传时，很少有
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名字。

个头不高、肤色黝黑、每天背着一个重约10公斤的双肩包，里面全是捐献者和有捐献意向人的资
料……

这个来自山东商河县的 40 岁单身母亲，已经在深圳做了十年器官捐献协调志愿者。一直在深圳
从吃穿住用行上接济她的妹妹说：“姐姐天生就是社会的人，她从没有属于家庭。”

十年里，高敏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器官捐献体制尚不顺畅、捐献法制尚需健全、捐献
观念尚未普及的社会里，在高敏接触的每一例器官、遗体捐献背后，都难以用酸甜苦辣这些简单的词
语来形容。

▲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