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新湖南大厦 47 楼 总编辑：田雄狮 湘广发登第 0035 号
新闻热线：0731-84326206��订报热线：0731-84326226���广告热线：0731-84326448����本报每周二、周四出版 全年订价：168 元 零售价：2.00 元 印刷：湖南日报印务中心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36

全国邮发代号41-26

中国知名专业报品牌

２０24年4月2日
星期二

今日 8版

������梨花风起正清明， 慎终追远
思亲人。 在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来
临之际， 湖南省红十字会举行
“生命·礼赞” 湖南省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 捐献者
家属、 志愿者、 医务工作者等
200 余人用书写寄言、 挂风铃、
为纪念碑名字描金粉等形式对捐
献者进行缅怀。

目前， 湖南省已有超过 25万
人填报志愿捐献登记 ， 实现了
3919 例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
这沉甸甸的 “大爱” 背后， 是捐
献者及家属、 协调员及全体医务
人员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走进他
们的故事。

家属说：
我们全家都是志愿者，
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宁乡市回龙铺镇的李新潮是

一名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同
时也是一名登记志愿者。

2020 年 7 月 17 日， 李新潮
80 多岁的母亲熊子令老人去世。
熊老虽读书不多 ， 但却思想开
明、 心怀大爱， 生前， 她曾多次
跟儿子李新潮提到去世后要捐献
遗体， 她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
边： “人走了， 就只剩下一把骨
灰， 把有用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
人， 还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贡
献， 这样多有意义！”

熊老逝世后， 李新潮应母亲
的意愿捐献出遗体和眼角膜， 熊
子令老人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
得到延续。

在母亲的带动下， 李新潮和
妻子， 姐姐、 姐夫们 ， 一家 6
口都登记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者。 今年 2 月 16 日， 李新潮
的姐夫周望池先生因病去世， 捐
献的角膜成功移植给一名角膜内
皮失代偿的患者重见光明， 遗体
捐献给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成
为一名令人尊敬的 “大体老师”。

“在天堂的母亲和姐夫， 看
到我们的社会因他们的奉献变得
越来越温暖， 一定十分欣慰。”
李新潮说， 他会弘扬和传承亲人
们的大爱精神， 把这份崇高而伟
大的事业延续下去， 为这个世界
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

受捐者说：
感恩“重生” 的 8年，
我要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周先生是一位肾脏移植受

者， 目前在长沙肾慈公益成为了
一名义工 。 他讲述了自己 “重
生” 的经历和感受。

“到现在， 我已经换肾八年
了。” 周先生说， 在换肾之前 ，
由于身患尿毒症， 他不能大量喝
水， 每两天要去做一次透析。 由
于病情严重， 他一度全身水肿、
浑身发黑， 甚至心脏衰竭， 呼吸
困难。 而器官捐献改变了他的生
活。 周先生幸运地接受了肾脏移
植手术之后， 状态与之前生病时
判若两人。 “现在的我， 可以正
常喝水， 皮肤变得比以前白了，
不用两天一次去医院做透析了，
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回归
正常生活的周先生说， “我相信
这是器官捐献恩人所愿看到的，
我由衷感恩那位器官捐献者和他
的家人， 是他们无私的奉献， 给
了我光明和希望， 让我有了重生
的机会。” 周先生表示， 他会珍
惜生命的每一寸时光， 用实际行
动去回馈社会， 让这份爱心和温
暖得到传递。

协调员说：
见证生命的延续，
做灵魂的“摆渡人”

周娟芳毕业于医学院校 ，
2018 年， 她成为长沙县红会器官
捐献协调员。

她和同事们在影院、 地铁口
开展器官捐献宣传； 在高校开展
“三献联动 立德树人” 活动， 在
周娟芳的努力下， 2 名老师及 7
名学生组团参与遗体器官捐献登
记， 1 名退休老师在生命最后一
刻成功捐献器官， 挽救了 5 个人
的生命。

周娟芳说， 每一位捐献者背
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而
她有幸成为了这些动人故事的

“见证者”。 2020 年 6 月 27 日 ，
周娟芳接到电话 ， 得知默默做
公益 16 年、 资深红十字志愿者
小飞突遇车祸， 正在医院抢救，
家属有捐献的意愿 。 挂断电话
后， 周娟芳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她积极配合医生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 ， 安抚家属情绪 ， 向家属
讲解器官捐献知识 ， 耐心倾听
家属的心声。 经过 10 余天的全
力抢救， 小飞最终还是离开了。
年迈体弱的父母及家属 、 爱心
志愿者们在手术室门口送别了
小飞 ， 在生命最后一刻 ， 小飞
捐献了 2 个肾脏和 2 只眼角膜，
帮助 4 名患者重获新生 。 “现
场见证 ， 我时常忍不住跟家属
们一起落泪。” 周娟芳说， 捐献
者是伟大的 ， 捐献者家属同样
伟大 ， 他们都是守护生命最美
的天使。

捐献者身故后， 不少家庭面
临着精神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压
力。 周娟芳总是积极为捐献者困
难家庭申请救助金， 逢年过节都
和同事们一起带爱心物资看望捐
献者家庭。 她说， 在 “器官捐献
协调员” 这个岗位上， 她学会了
勇敢、 坚持和奉献， 成为见证生
命延续的灵魂 “摆渡人”， 她感
到神圣而荣光。

捐献者、 受捐者、 协调员、
志愿者、 医护……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 ， 爱的 “传递者 ”。
湖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
长邱梦丹说， “器官捐献生命永
续” 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
众所理解与认同， 离不开全社会
的努力付出， 期待有更多爱心人
士加入到这项崇高的事业当中
来， 为维护生命健康、 促进社会
文明贡献一份力量。

那些关于生命的礼赞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姚赛兰 朱青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津周伊）
3 月 29 日， 湖南省药学会 70 周年庆典系
列学术活动———“超说明书用药数据库建
设” 正式启动， 药品 “说明书” 里没有的
“超纲” 疾病用药问题从此有了权威查询
平台， 将为各级医疗机构医师处方、 药师
审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撑， 更好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湖南省药学会理事长、 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李焕德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超说明书用药一直以来都是医疗界争议的
话题， 一些疾病尽管并非某些 “药物说明
书” 中的适应症， 但临床发现却有明确的
治疗效果， 或者因用药局限不得不 “超纲”
用药 （如某些药物无针对儿童的剂量标注，
罕见病无对口药等）。 尽管超说明书用药给
广大患者带来获益， 但一直没有相关法规
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 由此也导致超说明
书用药事故发生后， 权责不明晰。 这既不
利于医生开展合理的超说明书用药治疗，
也造成滥用药品超说明书用法的现象。 使
得患者和医生的合法权益均得不到保障。

为解决这一问题， 2022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首次
对超说明书用药有了明确规定， 在尚无有
效或者更好治疗手段等特殊情况下， 医师
取得患者明确知情同意后， 可以采用药品
说明书中未明确但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
品用法实施治疗。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管理
制度， 对医师处方、 用药医嘱的适宜性进
行审核， 严格规范医师用药行为。

“上述法律条款明确超说明书用药相关
问题， 但不代表可以随意用药， 亟需一个严
谨的集循证证据、 临床实践评价等于一体的
知识库为临床提供参考。” 于是， “超说明书
用药数据库” 应运而生。 参与 “数据库” 搭
建工作的岳阳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黄罡介
绍， 数据库由全省 30 多家医院多名一线临
床药师共同探索研发， 其囊括了国内外权威
用药信息及具体用药指导， 该平台目前在全
面优化及完善中， 预计 2个月后正式运行。

此次会议同期还发布 《处方审核实践系
列教程》 （共八册）， 该教程由湖南省药学
会组织牵头， 各大医院超百名专家和资深临
床药师历经五年编撰而成。 不仅适合处方审
核培训使用， 也可作为实际操作中的参考用
书， 满足各级医院处方审核工作的需要。

李焕德教授表示， 处方审核系列教程
发布和超说明书用药数据库建设是湖南省
药学会推进临床合理用药、 保障患者用药
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举措。 后期， 湖南还将
启动基础药师胜任力培训、 医师用药培训
及民众安全用药科普等多项工作， 多维
度、 全方位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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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家属、 志愿者在纪念碑前向捐献者鞠躬献花

启
事

�������根据国务院清明节放假通知，
本报 4 月 2 日、 4 月 4 日合刊， 4
月 9日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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