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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码 加
入智慧课堂
10群，学习智
能手机操作
知识。

“兔年伊始，我感觉自
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1
月 28 日，青岛市 68 岁的孙
宏光拿到了青岛市红十字
会颁发给他的遗体捐献荣
誉证书。接过红彤彤的证
书，他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
重量。

校友义举激起遗体捐献想法

孙宏光说，他捐献遗体
的想法，缘自2008年。那一
年，自己青岛二中70届校友
陈树庆办理了遗体捐献登
记，“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除了敬佩之情，自己也有了
要遗体捐献的想法”。

同时，社会上墓地价格
暴涨的现状也让他的想法
更为坚定，“现在买块墓地
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给家人
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很多
老百姓调侃‘死不起’。我
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切身体
会，上世纪90年代给父母买
的墓地才几千块，现在几十
万了，还要交服务费。人死
如灯灭，给孩子留下那么重
的负担没有必要。从社会
角度讲，现在医学院、研究
机构、还有很多患者都需要
一些作研究或者捐献的器
官。我的身体很好，常年坚
持锻炼，能在最后时刻让自
己的器官帮助到有需要的
人，何乐而不为呢？遗体捐
献，于己于国都是有意义的
事情。”

孙宏光曾经在网上查
询过一些关于遗体捐献的
信息。其中的数据让他震
惊，“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
青岛市实现遗体捐献 1006
例，登记5650人。所占比例
实在太低了。咱们国人一
直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
之 父 母 ，不 可 毁 损 ’的 观
念。但我父亲生前也说过

‘人死如灯灭’，人到世上走
一遭，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走得越简单越好。我之前
看到过青岛最早遗体捐献
者、青岛医学院沈福彭教授
的雕像，至今受人尊敬。名
人教授尚能如此洒脱，何况
我一介草民？”

疫情触动对生命的思考

“疫情解封，医院一夜之
间发热急诊爆棚。抢药、抢
口罩、抢黄桃罐头、血站告
急……”国家有难，匹夫有

责。孙宏光急切地想做些
什么，他拨打了血站的电
话，可是他已经超过献血年
龄，“我已经连续献血多年，
献血证记录已经数千毫升，
如今居然被剥夺了献血资
格。看来是真的老了！”孙
宏光打趣又无奈地说道。

献血不成，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曾经那个“捐献
遗体”的想法又浮现在孙宏
光的脑海中，“那就捐献遗
体吧！”于是，他立即拨通陈
树庆的电话，咨询他遗体捐
献登记的流程事项。“陈哥
爽快答应说直接陪我去，也
好久不见了正好一起吃个
饭叙叙旧。”

在陈树庆的陪同下，1
月 28 日，大年初七，节后第
一天上班的日子，孙宏光来
到了青岛市红十字协会。

“程序比我想得要简单很
多。听说也是近几年简化

了，不再需要家属、子女陪
同去签字。我现场给孩子
打了电话，他同意后，我代
替他签字，很快就完成了手
续的办理。”

走出青岛市红十字协
会的大门，孙宏光感觉一身
轻松，多年的一个心愿终于
完成了。

提及家人对自己捐献
遗体的看法，孙宏光说，“我
之前很多次在家中提到关
于遗体捐献的想法，家人也
早有心理准备，我去办理手
续的时候，家人也没有阻
拦。我这个人比较豁达，

‘一辈不管两辈事’，无论以
后，他们是效仿我还是埋怨
我，那我百年之后都不知道
了，也无所谓了。”

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

孙宏光把遗体捐献视
作“最后一分光和热”，在拿
到捐献证书之前，他已经做
了二十余年公益活动。早年
在中山路街道一个社区负
责工作的时候，孙宏光就经
常组织参加各种助老、助
学、环保等方面的公益活
动，还创办了“居家馨社区
服务社”；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又开始跟几位志同道合
的朋友做公益红娘，为单身
男女牵线搭桥。

“学会感恩，学会奉献，
才能让人实现生命的价值。”
孙宏光说。记者 崔佳佳

如何用手机挂号
医院挂号难？不知道

如何使用手机挂号？2月8
日上午10:30，用手机预约
挂号，智慧课堂带您一起学
习具体的操作方法。欢迎
大家扫码入群学习。

“我要为社会贡献最后一分光和热”
68岁孙宏光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将“生命厚礼”留人间

养老服务
将实现“一码通”

山东打造“24 小时不
打烊”网上政府

本报济南讯 记者 2
月 3 日从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山东
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已正式印发实施，全省着力
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网
上政府、掌上政府，让企业、
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
般方便。

山东省大数据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禹金涛介
绍，2023 年，山东省将全领
域推进“无证明之省”建设，
深化“居民码”“企业码”和
电子证照证明应用，年底
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0
项电子证照证明在政务服
务和社会生活场景中全面
应用。

《实施方案》指出，建设
全省一体化“居民码”服务
体系，整体关联电子证照
等基础信息，实现一人一
码。2023 年年底前，围绕
个人出生、教育、就业、就
医、养老等全生命周期社
会化场景与领域，实现民
生服务办事“一码通行”。
2025 年年底前，建立健全
帮办代办服务体系，合理
布局线下政务服务网点，
实现群众经常办理且基层
能有效承接的政务服务事
项 下 沉 至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站)办理，不断提升公平普
惠的政务服务水平。（范佳）

最初得知孙宏光捐献
遗体的消息，是因为他写了
一份关于遗体捐献感受的文
章并委托儿子到报社投稿。
当记者与孙宏光取得联系表
明采访意愿的时候，他淡淡
地说了一句，“这点小事，有
必要采访吗？！”多少人看重
的“身后大事”在孙宏光眼中
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被
采访报道的必要，其投稿的

目的也只是想让更多人“了
解遗体捐献，加入遗体捐献
的队伍中来”而已。

在采访中，孙宏光简单
地讲述了关于遗体捐献的
初衷和过程，但提到现如今
大众对遗体捐献的态度时，
他显得认真和急切起来，

“目前捐献者太少了，可供
医学解剖研究的人体标本

奇缺。遗体捐献后，也算为
祖国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如果器官能够被有效利用，
那更是在救助了他人的同
时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对
祖国医学发展利莫大矣！”

遗体捐献，让我们告别
世界时，用自己的余晖照亮
更多在绝望中等待的人们，

“从此天各一方血脉相连，

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藩
篱”。2012年7月6日，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
立，据相关数据报道，截至
2022年12月11日，已实现
捐献人数43237人，捐献器
官个数 131043 个，挽救了
十多万人的生命。

“ 器 官 捐 献 ，生 命 永
续。”向每一位器官捐献者示
深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崔佳佳

用余晖照亮生命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