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死亡有三次，第一次是
生理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是法
律意义上的死亡，而最后一次，
是当所有人都忘记你了，那么你
也就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生命究竟有多长？从出生
的啼哭到心跳的停止，无论以年

计还是以分秒来算，每个人都有
一个“确数”。但是有两样东西
可以让生命超越死亡：一是精神
力量的传承，二是物理器官的重
生。前者在价值层面让生命不
息，后者在救治他人中让生命勃
发。

死亡不是终结，它也可以是
重生。亲爱的捐献者，你们捐献
的不仅是遗体和器官，更是希
望。笔者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
投入遗体器官捐献事业，点亮希
望的火种，让爱心如潮，让生命
不息。

他们捐献的不仅是遗体和器官，更是希望
记者手记

10 月 18 日，我市
首座遗体器官捐献纪
念碑在石峰区福寿陵
园落成，79 名遗体捐
献者的名字被镌刻在
纪念碑上。

陵园琴园广场，
绿草丛中，高3.5米的

“遗体器官捐献纪念
碑”碑体矗立，中央镶
嵌着一颗“红心”，白
色的波浪和双手托举
爱心，象征遗体器官
捐献者的精神在奉献
中传递和延续。

“生前对国家没多大贡献，死后
可以对医学事业做点贡献。”纪念碑
前，我市首例人体捐献志愿者菊花
奶奶的儿子陈洋则告诉记者，母亲
去世后虽没留下什么值钱东西，但

她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做人的道理和善良的品格。

一家人秉承母亲遗志，也于三
年前共同签署了遗体器官志愿捐赠
协议。陈洋表示，自己宁肯学生在

他身上错划千刀，也不愿这些“准医
生”们将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
他希望用自己的躯体，为医学生架
起通往医学神圣殿堂的桥梁，将自
己对世界的爱永远传递下去。

首例人体捐献志愿者菊花奶奶的儿子：
全家签署了捐献协议

感动

“遗体捐献不仅是保障基础医学
实验教学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文素质
融入医学教育的切入点之一。”湖南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高级实验师蒲
勇华表示，通过遗体捐献不仅可以加
强对临床医生的技能培训，提高诊疗
水平，促进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发
展，挽救患者生命与健康，而且可以
搭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研
究平台，实现二者有效对接，推动转
化医学教育的建设发展。

“以前，学校‘大体老师’少。1
个班仅有1具人体标本，学校人体解
剖课基本以老师操作示教为主，学
生鲜有动手实操机会。如今，15 名
学生便拥有1具人体标本，动手机会
显著提高。”蒲勇华说，遗体捐献日
渐被社会认同，遗体被用作医学事
业学习研究，大幅缓解了学校医学
尸体解剖匮乏的窘境。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
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我志愿献

身医学，恪守医德，竭尽全力除人类
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纪念碑
前，医学新生们以铮铮誓言，感恩

“大体老师”的无私大爱，也向他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我市
共计注册登记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人数2000 余人，成功实现器官捐献
207 例、组织捐献 132 例、遗体捐献
78例，合计挽救621名器官衰竭患者
生命，132名眼疾患者重获光明。

遗体器官捐献已挽救600余条生命
致敬

我市首座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落成
79人成功捐献遗体；621条生命因遗体器官捐献而得救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刘静

▲纪念碑的造型，象征捐献者的精神在奉献中传递和延续。 记者/易楚曈 摄

“我们家属终于有了念想
和凭吊之处”

“挺好的，有了这个纪念碑，
对我们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属
来说，也算有了念想和凭吊的地
方。”家住荷塘区红旗花园的王鑫

（化名）母亲不幸离世，依照生前
遗愿，老人的眼角膜将助力两名
视力疾患者重见光明，遗体则捐
献用于医学研究。

王鑫经常散步至湖南中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云龙校区）。“市红
十字会告诉我，母亲遗体的归宿
在这。所以，我时不时会来学校
附近走走。”他说。

如今，像王鑫母亲这样的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有了正式的

“安寝之地”，家属们倍感欣慰。
“往后，我会常常来这里看看我母
亲，跟她唠唠家常、谈谈每日见
闻。”王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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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慰

“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会逐
渐在人们心中树起一座丰碑，召
唤更多的人为人类健康献身。”望
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纪念碑，市
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
兰觉得，自己的愿望终于在今天
得以实现。

“早几年，志愿者捐献遗体
后，每逢清明，家属询问何处能祭
奠、缅怀过世亲人时，我都无言以
对，只能深深地给他们说一声‘对
不起’。”家属们的叹息与哀怨令
高兰彻夜难眠。

“一定要建成一个株洲本地
的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高兰在
心中暗暗发誓。

“市人大代表建言提出，建设
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文化园和纪
念 碑 的 建 议 ，市 红 十 字 会 也 于
2016年与市民政局启动并签署建
设纪念碑的意向协定，但碍于种
种 客 观 因 素 ，项 目 最 终 无 疾 而
终。”回忆过往，高兰依旧对未能
早日建成遗体捐献志愿者纪念碑
心存遗憾。

“日子久了，这份对遗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家属们的愧疚感就会
在内心逐渐放大。”高兰说，为了弥
补对家属们的遗憾，她和同事主动
搬运遗体上下灵车，创新遗体器官
捐献缅怀方式进行“网络追思”，慰
问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可是
依然感觉少了点什么。

“正所谓好事多磨，今天终于
可以给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家属
和自己一个交代了。”言语间，高
兰终于舒展开眉头。

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夙
愿得偿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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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栏目
答案

●猜谜
1.胆
离合法扣

合 。 月 ，明
企。光之中，
取光字的中部

“ 一 ”。 星 高
挂，取星字的
上 部“ 日 ”。

“月、日、一”组
成“胆”字。

2.操作超
时

会意法扣
合。孟德，曹
操 的 字 故 扣

“操”。孟起，
马超的字，扣

“超”。以将曹
操当作马超时
扣合。

3.看重光
明

会意法扣
合。眼见，以
看见扣“看”。
李煜，南唐后
主，字重光，故
李煜以字借代
扣“重光”。已
知晓，以已经明
白了扣“ 明 ”。
底应将“看重
光 明 这 个 品
牌 ”顿 读 成:
看/重 光/明 ，
扣合谜面。

4.法莫替
丁

会意法扣
合。规则，以
法则扣“法”。
不许扣“莫”。
代人扣“替”。
当兵，以兵丁
扣“丁”。

5.冠
离合法扣

合 。 时 日 不
多，时字的日
不能多，将日
叫出得“寸”。
清点完，将完
字上面的一点
清 掉 ，配 上

“寸”得“冠”。
就、毕均为抱
合字。

●看图猜成语
瓜熟蒂落

●找字
浮光掠影

●大侦探
江山是说

谎者，也是枪杀
高森的凶手。
因为研究所在
水下40米的地
方，大约有5个
大气压，要想从
这样的深度游
向水面，必须在
中途休息好几
次，使身体逐渐
适应压力的改
变。15分钟是
游不回水面的。

10 月 17 日，位于河南省
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仰韶
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仰韶
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
化层断面、考古展示区等景观
串点连线，展示了仰韶村遗址
考古成果的纪念性、遗址展示
的真实性和遗址环境的完整
性。

仰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
发现地、命名地，是1961年国
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00年前，仰
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
一铲，优美古朴、图案绚丽的
彩陶破土而出，将一段距今
5000 年至 7000 年的灿烂史
前文明画卷逐渐铺陈在世人
面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也由此
发轫。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栉
风沐雨、青灯黄卷，不同时期
的重要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
和发掘。从仰韶文化、红山文
化到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从
巩义双槐树、偃师二里头到安
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中华
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
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文明细
节不断被丰富。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
维。正是考古，在为我们寻回
那关乎历史遗产与文明根脉
的一块块“拼图”。

科学的考古发掘，深刻改
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
知，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
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
华文明。走过百年历程，今天
考古愈发吸引社会各界尤其
是年轻人的目光，每有重大发
现，即成网络热点，不断激发
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点（10月15日摄）。

▲10月17日，人们在园区内的仰韶
文化博物馆文创产品展区参观。

▲10月17日，一名小朋友在仰韶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考古体验园绘制
纹饰。

打卡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0月17日，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内拍照。

▲10月17日，嘉宾在仰韶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内的第四次考古发掘点参观。

▲10月15日拍摄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

▲10月15日拍摄的仰韶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安特生旧居。

▲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内观看
展品（10月15日摄）。

▲10月15日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内
拍摄的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