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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 吴小兵 通讯员 周娜）
5 月 17 日，2019 年湖南省“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PAC）

公益项目信息化建设推进会暨避孕知识技能培训会在长沙

举办。此次培训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湖南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承办，来自全省 30 家 PAC 项目医院代表

共同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 PAC 项目执行主任张彦明等，为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等 7 家通过分级评审考核的项目医院授牌。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教授李坚、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

护士长刘爽等专家分享经验。

据悉，PAC 公益项目自 2012 年落地湖南以来，实现了

项目的全省全覆盖目标，项目医院已达 31 家，平均每年为

8 万余名流产女性提供咨询服务。项目实施后，湖南省妇女

重复流产率已显著降低。2015 至 2018 年，省妇联、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选拔各级优秀医务人员组成妇女健康宣讲

团，携手省教育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332 场生殖健康知

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公益活动，受益人群超 16 万人。

我要求助

5 月 19 日，

在湖南中医药

大学 第一附属

医院附近一间

40 平方米的出

租 屋 里，8 岁

女孩田雨涵在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记者面前做

着各种搞怪的

“表情包”。让

人 心 疼 的 是，

这个阳光女孩因为练舞时的一个意外，瘫痪了。

田雨涵是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一名三年级学生，4 岁学

舞。2018 年 11 月 17 日，田雨涵在练习侧手翻倒立时发生

意外，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抢救三天后，诊断为脊髓损

伤截瘫，肚脐以下部位失去知觉，运动功能全部丧失。

为了让田雨涵康复，母亲周倩带女儿辗转求医，于今

年 2 月住进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经过

每天针灸、站床、悬吊等十几个项目的康复训练，田雨涵

由之前的不会爬到现在可以自己坐起来。医生介绍，因为

年龄不大，田雨涵可以最大程度地恢复到生活自理，说不

定还会更好。

田雨涵的爸爸妈妈来自常德澧县农村，在长沙打工。

自从田雨涵出事后，周倩便停职陪女儿，前不久在抱田雨

涵时不小心把脚摔断了。田雨涵爸爸一个月工资只有 4000

多元，而为田雨涵治病，家里已负债 40 余万元。

为此，周倩的同学捐赠了各种康复医疗器械，但孩子

现在每天的康复治疗费还要 1000 多元。

记者发现，田雨涵画了一张主治医生的画像，“我要送

给她，希望她治好我的腿，让我重新站起来，能够回到学

校与同学们嬉闹玩耍”。

湖南 PAC每年服务逾 8万名流产女性

一个动作，8岁学舞女孩瘫痪了

在旧观念里，农村是喜欢风

光 大 葬、 入 土 为 安 的， 但在 有

8100 人口的高田村，这么多村民愿

意捐献器官或遗体是为什么？

高田村党总支书记张学文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最直接的

原因是有两名村民因为器官捐献

而受益。而从去年开始，村委会

在每晚村里的广场舞开场前，都

会播放讲述长沙 16 岁少年叶沙捐

献器官救了 7 个人的“一个人的球

队”感人视频，让更多村民了解

器官捐献的意义。

张学文说，这也是村里移风

易俗工作的成果。去年 8 月，高

田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坚决

履行殡葬法规”“坚持从简办丧”

“引导丧主到公益性墓地集中安

葬”……这些条例都被写进了红

白理事会章程里。

“推动移风易俗以来，村里再

也没有‘风光大葬’这样的事情了，

火葬也取代了土葬。”张学文告诉

记者，“和被烧成灰相比，村民们

更希望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近年来，高田村共走出了562

个本科以上大学生，其中研究生有

87 个，还有 2 个博士。走出去的人

拓宽了视野，回头又为村子建设出

力。“这些年来，外出工作、经商

的村民为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自发

捐款，达到了一千万元以上。”

而留在村子里的村民，通过

出租 建 筑 器 材、 批 发 五 金、 种

植 烤烟、 水 果 和水产 养 殖等 实

现了致富，村民年平均收入达到

27000 元。

物质富裕了，村民们开始追

求精神上的富足。近年来，高田

村修建了 6 个健身广场，成立了

国学馆、太极拳队等。

“ 志愿捐献 遗体的八十多岁

的娭毑， 就 是 被 太 极拳 队 的队

员说动的！”张学文说，村里现

在 山美 水美环 境 美， 但心灵 美

才 能 建 设 真 正 的 美 丽乡村。 他

相 信， 会 有更 多人 加 入 到 器官

捐献的队伍中来。

移风易俗，心灵美才能建设美丽乡村

今年 46 岁的村民颜柳英在去

年 4 月就签下了器官捐赠自愿书，

成为村子里最早签下自愿书的人

之一。颜柳英说，自己只是一个

裁缝，不能为社会做 多大贡献，

她只希望能“做一点善事”。

“做一点善事”这个朴实的心

愿很早就在颜柳英心里扎了根。

多年前她就一直坚持无偿献血，

献血车没来村里，她就专门跑到

镇上去献血，还带着丈夫一起献。

在献血时，她还签下了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协议。

村民观念的改变让颜柳英不

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了越来越

多的“队友”。

今年 71 岁的赵光兴决定“把

能用的器官都捐出去”。他说，家

里人都没反对，正上小学的小孙

女甚至还说 ：“爷爷捐了，那我也

要捐！”

 当天，共有 88 名村民签下了

器官捐赠协议，年龄最大的年过

八旬，最小的是“90 后”。

今 年 76 岁的汪细香 告诉今

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旧 社会 时，

大 家 的日子 都 过 得 很苦， 但 现

在 的日子很 甜。 她 虽 然 没有 文

化，但也想做 点好事回报社会。

志 愿 者 帮 她 填 好了表格， 她 在

签名处，一笔一划郑重地写下了

自己的名字。

“我省开展器官捐献 工作 10

年来，截至今年 5 月 20 日，全省

累计报名登记 15764 人，其中长

沙地区 5226 人；历年累计实现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2155 例，共捐

出大器官 5734 个， 使 5308 个重

病患者重获新生；所有捐献者中

80% 以上 来自农村。”5 月 21 日，

湖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副主

任罗旭斌在活动现场告诉记者。

湖南 80%的捐献者来自农村

18 年前，长沙浏阳市淳口镇

高田村村民张德达家里发生了一

件大事——时年 44 岁的妻子彭

玲玲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张德达

觉得天都塌了，妻子的病肯定要

治，但全家仅靠自己工作维持生

计，儿子还在上学，这么点积蓄

哪耗得起？

庆幸的是，在确诊两个月后，

彭玲玲就等到了肾源，成功做了

肾移植手术，恢复了健康。

“真的很感谢那位捐赠肾源的

好心人！”张德达说，因为肾源

的“及时出现”，他给妻子治病

只花了 6 万元，“要是没有那颗

肾，还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

么样子。”如今，彭玲玲 62 岁了，

能下田、能挑水、能做家务，“跟

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正说着，张德达小心地从口

袋里拿出一个“红本本”——遗

体 和 人 体 器 官 捐 献 登 记 证， 兴

奋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我也要把自己能用的器官捐出

去！”而且，张德达的儿子和儿

媳也都报名登记了。在他看来，

这是爱心的传递。

同样因为家人受惠而选择捐

赠器官的还有杨和绪、周世贵夫

妇。均已年过花甲的他们告诉记

者，自己的弟媳前年得了尿毒症，

等了一年终于等到肾源，现在身

体已经恢复了健康。

十八年前的恩情，终于可以还了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人死后什么也带不走，如果能救几
个人，给社会做点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5 月 21 日，长沙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显
得格外热闹。坐着轮椅的 36 岁残疾人张
平（化名），在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
愿报名集体登记仪式现场告诉记者。当
天，高田村共有 88 名村民签下了捐献自
愿书，有些是夫妻同行，有些是全家出动。
一个普通村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
加入器官捐献的队伍？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来了一次“探秘”。

为何有 88 人要捐献器官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

省 妇 联
副 主 席
卢 妹 香
为 通 过
考 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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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授牌。

村民在志愿者指导下填写自愿捐献器官协议。

有的夫妻同行，
有的全家出动 这一天，这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