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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我的头发又黑又长，能捐献吗？”10月 26日，坐
在轮椅上的脑瘫患者黄江荣歪着头斜着嘴，认真地问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何伟红。何伟红对记者说，那一刻，她被
感动到想哭。

那一天，黄江荣和她的母亲蔡春梅在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表上，分别郑重地签下了名字——黄江荣在百
年之后，将捐献出全部有用器官和组织，包括脑组织。

彼时，何伟红觉得自己这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志
愿工作，“光辉而伟大”。

不拿一分报酬坚持 6 年不言悔，因为她觉得意
义重大

黄江荣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身后能够捐献
全部有用器官和组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以另一种方式
获得新生，去自由奔跑，去结婚生子，去体验全新的人生。

黄江荣今年 48岁，江西九江人，是先天性脑瘫患者，整
日与轮椅为伴，没有上过学，也没有结过婚。平时里，她靠
看电视打发无聊时光。通过电视，曾多次看到捐献人体器
官的宣传，并于 2008 年萌发了捐献的想法，“帮助别人，也
是帮助自己。”

村民不理解，知道后议论纷纷，说黄家要卖眼角膜。
母亲蔡春梅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误解，死活不愿意在当地红
十字会送来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签字。

2016 年，黄江荣和妈妈、妹妹到松阳生活。在日复一
日的潜移默化中，母亲终于想通了。

蔡春梅说，政府给女儿办了低保，每月发放补贴。除此
之外，每月还有 1000多元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前段时
间，女儿胃出血住院，住院费用全部报销。“党和政府对女儿
的恩情无法回报，就想着把这份恩情，回报给社会。”

10月 26日，母女俩笑呵呵地在登记表上签下名字后，
黄江荣突然问了一句，“我的头发能捐献吗？化疗病人老
是掉头发，他们需要我的头发”。何伟红鼻子一酸，连忙告
诉她，头发不是人体器官，不能捐献。

美丽的心灵令人感动。
2012 年，何伟红调到松阳县红十字会工作。2015 年，

听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很难考，她想挑战一下自己，于
是报名参加了相关培训。她坦言，那是继高考之后，最难
的一次考试。幸运的是，她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证。目前，丽水市仅三名协调员。

这是一份志愿工作，没有一分报酬，且需要手机 24 小
时开机。当得知有人临近死亡，要小心翼翼地与家属沟
通，总是想方设法为病人提供各种帮助，并适时宣传人体
器官捐献的意义；当做通家属思想工作后，要及时通知专
家评估组和获取组，协调医院、家属等各方关系；当器官获
取后，还要忙前跑后，帮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经常忙得头都晕了，还是在坚持，因为意义重大。”她
说，2015年 1月 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
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和唯一的合法来源。据统计，每
年我国约有 6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但仅有 1万多人能获
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存在巨大供需缺口。

何伟红说，人的生命很宝贵。她做协调员，也是在发
扬人道、博爱和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况且我也喜欢帮助别
人。”

亲历最难协调，坦言多换位思考是成功秘诀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不好做，话难听、脸难看等现象
时常遇到。何伟红却说这没什么，协调有技巧，多换位思
考，就能让协调顺畅很多。“所以，每次接到
任务，在和病人家属说明自己的身份后，我
的第一句话，不是‘要不要捐赠器官’，而是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四川大学生冉光明来松阳打工，不幸

遭遇重大车祸。听说消息后，何伟红马上
穿上协调员工作服，赶到医院向医生了
解病情。得知对方出现脑死亡情况后，

她对冉光明妈妈说的第一句话，依然是“你有什么需要帮
助”。

冉光明妈妈接受不了现实。何伟红不放弃，一边陪着
安抚情绪、安排食宿等，一边适时宣传人体器官捐赠的意
义。到了傍晚，冉光明妈妈接受现实，被何伟红真心实意
的帮助和换位思考的态度感动了，最后表示愿意捐献儿子
的有用器官。

待完成所有的流程，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何伟红说：
“很累，但很值得。”

这不是结束。第二天，何伟红紧接着联系交警和律
师，给予冉家法律等援助，在最短时间帮忙妥善处理好后
事。

这是她最难忘的协调经历。
家属从不接受现实，到愿意捐献儿子的有用器官，何

伟红做了大量工作。“感谢冉妈妈，心怀巨大悲痛，还能选
择去帮助别人。”“既然死亡已经不可挽回，让儿子的生命
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延续，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她事
后分析。

做协调员去促成捐献有技巧，但最关键的，还是用心、
用情。

今年，丽水一名 27岁的退役军人在宁波打工时突发脑
溢血，生命进入倒计时。得知消息后，何伟红一边与宁波
的协调员联系，让对方介入；一边为退役军人发起众筹。

“他家境普通，救命钱基本是借来的。不管怎么样，出现生
命奇迹当然最好。如果情况不妙，希望以情打动家属，尽
力促成捐献。”

数天后，该退役军人去世，除了心脏，其他有用的器官
都捐献了出来。

何伟红介绍说，那次众筹，共筹得善款 6万多元。最后
虽然没有挽救那条年轻的生命，但家属因为协调员的帮
助，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我只是一名生命的摆渡人。其实，社会各界更应该
感激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因为他们的大爱，才有了这
么多生命重获健康，让一个个家庭再现欢笑。”她说。

全国第 207974 位，她报名志愿捐献人体器官

何伟红感动了别人，也被许多人感动。
一位身患肿瘤晚期的中年人，忍着剧痛，用颤抖的手

在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名字；一位得过红十字
会救助的松阳老农，特意来到何伟红的办公室，签下捐献
志愿登记表；一对签了捐献志愿登记表的老夫妇，发动了
多对老人进入捐献的队伍⋯⋯

在松阳，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已有 622人登记在册。这一切，归功于宣传。

何伟红介绍说，只要到社区、农村等地办事，只要参与
应急救护培训，她总会忍不住“插一嘴”，花上 10 分钟、20
分钟，大力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情况和意义。

有一次她在松阳县城城东社区宣传，一名老人高兴地
说，他早就想捐献人体器官，就是不知道去哪里登记，“这
下好了，找到组织了”；

松阳只要实现了一例人体器官或遗体捐献，当地媒体
都会进行大力宣传报道，助力器官捐献工作；

去年，松阳县城部分公交站台出现了人体器官捐献的
公益广告，来红十字会登记捐献的人猛增；

⋯⋯
“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何伟

红说，她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队伍，深入城乡和厂矿社区进行广泛宣传，提升群众对
器官捐献的认知度。

“不接受，没关系；接受了，当然更好。接受有个过程，
哪怕个人进步了一小步，社会文明就进步了一大步。”她笑
着说。

做协调工作累了，何伟红就打开手机，看看自己的捐
献登记卡——早在 2018年 8月，她就报名志愿捐献人体器
官，希望在身后捐献出所有有用的器官。而在她的影响
下，她的姐姐也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一员。

那时，她是全国第 207974位捐献志愿登记者。在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3
年后，截至 2021年 10月 28日，这个数字已变成了 3940826。

“做协调员这条路，很难走。”做协调员 6年，何伟红发
出这样的感慨。但，当她看到捐献志愿登记者大幅度增
长，全身又充满了力量。

最近，何伟红得知有两位签署过捐献志愿书的松阳人
生命进入倒计时。于是，她在胸口别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协调员的胸牌，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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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红（右）向黄江荣
母女介绍器官捐献事宜。

何伟红指导市民填写相关表格。

拿到捐献登记卡，黄江荣（左）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