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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生死“摆渡人”

“我化身为满载希望的
繁花一束，那是我身

躯绽放的生命之花，那是我留在
世间最珍贵的礼物……”90 后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周丽娟在“重
庆市 2024 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
纪念活动” 上饱含深情的朗诵，
演绎了一段捐献者与受捐者之
间跨越时空的对话。

清明前夕，在位于重庆璧山

区的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

园内，鲜花簇拥、翠柏含肃。人们

齐聚于此，缅怀逝者，寄托对遗

体和器官捐献者的无限哀思。纪

念碑上镌刻着从 1980年重庆市
第一位遗体捐献者董云开始，至

2024 年 3 月 25 日的 6400 余位
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名字。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如果

生与死之间是一条河，那么周丽

娟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便是

这条河上的摆渡人，她们把微弱

的光亮收集起来，去照亮那些在

黑暗中跋涉的人。

“他并没有离开”

“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

自己的人生谢幕。”周丽娟轻轻拂

过纪念碑上的名字。遇到熟悉的

名字时，她会短暂停留，那是她参

与协调过的器官和遗体捐献者。

2010年，中国正式启动人体
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五

年前，周丽娟成为一名人体器官

捐献协调员，也是重庆市近百名

协调员之一。

在有的人看来，周丽娟在做

一件“残忍”的工作：劝说人们将

离世至亲的器官和遗体捐出。对

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正是有了周

丽娟和其他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的努力，他们才得以从死亡边

缘获得新生，从黑暗走向光明。

周丽娟已经记不清多少次

非工作时间，超长待机，起身奔

赴手术室；更记不清，在参与协

调捐献案例时，有多少心疼的泪

水、苍白的安慰。

直到现在，她仍对经手的第

一个捐献案例记忆犹新。“那是一

个遇到意外的 16岁男孩，是父母
眼中听话、善良、乐于助人的孩

子。”周丽娟回忆，当时孩子的母

亲主动找到她，说想捐献儿子的

器官，让他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他

并没有离开，只是到了一个我看

不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听到孩子母亲的这一番话，周丽

娟的眼泪夺眶而出。最终，男孩

捐献的器官挽救了 5 个人的生

命，眼角膜让 2个人重获光明。
“在器官捐献的路上，我们

承载着每一份生命的礼物，寄托

着每一个重生的希望。”周丽娟

说，“在协调工作中，我们也会受

到来自家属的误解、拒绝甚至谩

骂。”她也曾沮丧：“但是，每当脑

海里浮现出苦苦等待器官移植

的患者，想到他们对生命充满渴

望的眼神，我又有什么理由停止

前行的脚步呢？”

不仅仅是“协调”

67 岁的米智慧是重庆第一
批人体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她

个子娇小，梳着浓密的齐刘海，

头发扎成马尾，看着比实际年龄

年轻许多。她当了 36年护士，退

休后开启了新的事业———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而她曾经也

对新身份不太习惯。

米智慧负责的第一例器官

和遗体捐献者，名叫刘慧丽，是

一位新学期刚刚报到的大学生，

因突发疾病不幸辞世。她的父母

从山东赶来重庆，妈妈拉着女儿

的手哭喊：“你不是说还要陪你

爸尝尝磁器口的麻花吗？”

同样身为母亲，米智慧感同身

受。她一边流着泪陪伴伤心欲绝的

母亲，为她讲解捐献事宜，一边协

调医院的工作。捐献顺利完成，而

米智慧却一直处于恍惚状态。“我

当了 36年护士，平时都是去救人，
现在却是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夺’

走，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

后来，米智慧特意去了趟磁

器口古镇，排队买了几袋热乎乎

的麻花，给刘慧丽的父母寄过去。

当得知女孩捐献出的肝脏、肾脏

让 3位病人重获新生，捐献的眼
角膜让 2人重见光明时，米智慧
释然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以另外

一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人间。

今年是米智慧成为人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的第十三年，她经

手了 600多例器官和遗体捐献。
对她而言，每天的工作不仅是

“协调”的字面意思那么简单。

几年前协调的一例捐献案

例让米智慧印象深刻。那是一个

凌晨，在重庆某医院会议室内，

刚刚说明来意的米智慧被患者

的二十多位家属团团围住。病床

上的患者在医学上已被宣布死

亡，仅靠着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器

官功能。

家属们用疲惫、悲伤又满是

怀疑的眼神盯着她，抛出一个个

问题：“你们拿器官和遗体是不是

真的去救人？”“既然捐献是无偿

的，为什么使用器官的病人还需

要花上几十万？”……米智慧耐心

解答，希望打消家属的顾虑。

“你劝我们捐，你自己会不

会捐？”这是一个犀利的问题，现

场短暂地安静了。米智慧不慌不

忙地从包里掏出器官角膜遗体

捐献卡等资料：“上班第一天，我

就办理了志愿捐献手续。”最终，

该患者的直系亲属在捐献书上

签了字。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行业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近年来，全社会对人

体器官捐献的理解和认识也在

不断深化，参与支持捐献工作的

社会新风尚正在形成。据统计，

截至 2024年 3月底，我国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

671.5万人，实现捐献例数超 5.17
万例，捐献器官突破 15.91万个。

（据新华每日电讯）

“回拨模式”
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

北京心晴朗心理咨询中心

项目负责人李慧玲表示，热线

“回拨模式”为残障人士及其亲

友提供便利，无需担心电话费

用，只需拨打“12385”，即可获得
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

“我们负责接听 12385热线的
心理咨询师队伍近 20人，基本都
是心理学硕士以上学历，持有国家

心理咨询师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由此来确保我们服务的专业性

和高效性。热线的服务时间覆盖工

作日和周末，残障人士都能得到及

时的帮助。”李慧玲说。

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倾听、理

解、共情，让求助者感受舒心、踏

实。据李慧玲介绍，他们不仅为

残障人士提供心理干预和疏导，

还提供危机干预、压力缓解等个

性化服务。“特别是对于一些精

神残疾人士和智力残疾人士，需

要倾注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全方位心理支持

北京心晴朗心理咨询中心

作为为残疾人群体提供精神支

持的重要力量，通过热线服务

为这一特殊群体带来了温暖与

关怀。

李慧玲介绍，热线不局限于

心理咨询，还努力为来电者提

供其他帮助，如情感支持和关

系链接。

李慧玲表示，北京心晴朗心

理咨询中心在服务过程中，始终

坚持以咨询者需求为导向，提供

个性化心理支持。咨询师们耐心

倾听，成为咨询者的良师益友；

同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咨

询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

热线还严格保护咨询者隐私，确

保信息安全。定期督导和培训也

提升了咨询师的专业水平和应

对能力。

据李慧玲介绍，为了检验

项目成果的质量和满意度，北

京市残联每年定期对残疾人心

理热线项目进行严格的工作成

果评估，通过“四不两直”的方

式进行严格监督，确保服务真

实有效。

传递爱心和希望

在项目的推进中，咨询师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

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还面临

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北京心

晴朗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团队

却以其专业素养和应对能力赢得

了广泛赞誉。这支由资深心理咨

询师组成的团队，各自擅长不同

领域，拥有丰富的案例经验。

面对情绪不稳定甚至攻击、

辱骂的咨询者，咨询师们始终能

够保持冷静，运用专业的服务态

度和技巧，陪伴、倾听，让咨询者

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例如，李

慧玲在 2023 年 9 月 13 日接到
了一个智力三级残疾的咨询者

来电。在短短两个月的 80余次
咨询中，通过热线的帮助，该咨

询者实现了情绪调解和职业压

力的缓解，展现出了内在力量的

增长。

除了应对情绪不稳定的咨

询者，咨询师们还面临着一系列

挑战。例如，在遇到精神分裂症

状的咨询者时，他们需要迅速思

考应对方法，确保咨询过程的安

全和有效。此外，性方面的咨询

也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在热线咨询师、硕士、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陈龙看来，之所

以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主要

原因既是想与他人共感共情，也

是个人善良和爱心的坚持。

另一位热线咨询师、硕士、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一鸣表

示，坚守岗位的动力源于对心理

学的热爱和对残障人士的关心。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残障人

士提供更加专业、贴心的心理支

持，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实现自我价值。

李慧玲表示，通过为残障群

体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咨询服务，

不仅帮助咨询者解决了实际问

题，还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勇

气。未来，热线项目将继续承载

着这份使命和责任，为更多需要

的人提供专业、贴心的心理咨询

服务。

北京心晴朗心理咨询中心残疾人心理热线项目：

用倾听与关爱打造持续的心理支持

”

在繁忙的都市中，有这样一条热线，它静静地守候，为残障人
士及其亲友提供心灵的慰藉和专业的咨询———它就是 “北

京市残疾人心理健康热线”。
这条热线，以“倾听、关爱，一份永不间断的承诺”为宗旨，为残障人

士提供全方位、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自 2015 年 10 月 26 日成立以来，
已经逐渐成为残障人士及其亲友寻求心理支持和咨询的重要渠道。

据了解，北京心晴朗心理咨询中心在 2023 年起承担了北京市残
疾人心理健康热线的心理咨询工作部分， 开展项目 8 个月， 为 2404
人次提供了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