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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在第 46个植树
节来临之际，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在海珠区北山公园举

行“为生命种下一棵‘新生’树”

主题活动，十余名器官捐献者

家属代表、器官移植受者代表

与医务人员一起栽下 20 棵黄
花风铃木，表达对器官移植受

者重获新生的美好祝福，并纪

念献出大爱的器官捐献者。

据记者了解，广东的器官捐

献数量约占全国总量四分之一，

连续 13年位居全国第一。2023
年，全国器官捐献总例数为 6454
例，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

4.57。同年，广东省器官捐献总例
数为 774例，百万人口器官捐献
率为 6.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9 岁的她脑死亡
捐献器官让 7 人获救

在活动现场，来自云浮的

李女士讲述了自家大姐捐献器

官的经历。“我大姐 49岁，生前
就是一名热心公益的人，经常

去敬老院关爱老人家。今年大

年初三，她在医院照顾生病的

老公，连续七天八夜没有好好

休息，突然晕倒出现脑出血。2
月 16日，病情危急，转运到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时，医生

判定为脑死亡。”李女士一家人

都不能接受姐姐突遭变故的事

实，“她生病的前一天还在操办

过年的事情。我们无法接受她

突然离开。”

经过考虑，一家人最终认

为捐献器官是让大姐留存世间

最好的纪念方式。家属同意捐

献大姐的眼角膜、心脏、肺、肝

脏和双肾，帮助了五人重获新

生，两个人得以重见光明。李女

士对记者说：“大姐的心还在跳

动，我们觉得她还活在世上。”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党委委员副院长、器官捐献与

移植管理中心学科带头人刘超

教授向记者介绍，七年来，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已有约

400 位大爱捐献者在该院送出
生命的希望，帮助约 1500位器
官功能衰竭患者重获新生，约

680名失明患者得以重见光明。

我很珍惜第二次生命
我会毫不犹豫传递爱

56岁的李先生在活动现场，
深深鞠躬向所有器官捐献者及

其家属表达谢意。在讲述自己生

病的经历，他几度哽咽。原来他

罹患肝病十几年，2022年专程从
云南来广州看病，谁知 2023年 4
月份时，病情突然恶化，出现肝

性脑病，紧急住进了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的 ICU。
“从鼻子到口腔、动脉、静

脉，全身插了多条管子。人工肝，

呼吸机、肾脏透析……”李先生

的家人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

“我们一度感觉很艰难，怕他熬

不过去了。”李先生的老伴说，

“很幸运的是，病情逐步得到控

制，我们也等到了肝源，接受了

肝移植手术，在 ICU住了 50多
天，顺利出院。”

虽然李先生的治疗过程步

履艰难，但家属的心态却坚定

无比，不抛弃不放弃，这份坚持

让李先生获得重生。大爱无声，

爱的传递让温暖在人与人之间

流淌。李先生因此也特别感谢

器官捐献者和家属，“我无法用

语言表达感恩之情，现在恢复

得很好，以后我也会毫不犹豫

地传递爱。”

在活动现场，李先生一家

种上了一棵黄花风铃木。“黄花

风铃木的花语是‘感谢’，蕴含

着珍惜和知恩图报的美好寓

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党委书记古小红说，“选择种下

黄花风铃木，是为了纪念和感

谢无私奉献的器官捐献者，同

时也希望能鼓励移植受者珍惜

新生、积极生活。”

全省 7 个 OPO
21 家机构具备移植资质

我国器官捐献数量快速

增长，近年来每年器官捐献的

数量居世界第 2 位。与此同
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

水平的提升，我国每年需要移

植器官的患者也在不断增加，

捐献的器官还不能满足临床

移植需要。

正因为如此，2023年 12月
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67号）发布《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该《条例》将于 2024 年 5
月 1日起施行。
《条例》要求，强化对器官捐

献的褒扬和引导，加强宣传教育

和知识普及，培育有利于器官捐

献的社会风尚；鼓励捐献遗体器

官，开展遗体器官捐献人缅怀纪

念活动；规定患者的配偶、直系

血亲等亲属曾经捐献遗体器官

的，申请器官移植手术时，同等

条件下优先排序。

事实上，随着不断宣传，广

东省对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了解

也不断加深。据统计，广东的器

官捐献数量约占全国总量 1/4，
连续 13年位居全国第一。2021
年，广东省公布了全省 7 个
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涉
及 21 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
医院，服务范围包括广州、深

圳、佛山、中山、清远、汕尾、江

门等地市。

刘超教授表示，希望更多

的人了解器官移植，广泛宣传

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间大爱善

行，倡导公众积极参与遗体器

官捐献，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据《羊城晚报》）

广东省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丈夫遇害后经济赔偿迟迟

未果、孩子叛逆面临退学、生活

陷入拮据……居住在深圳龙华

的 45岁单亲母亲王桦（化名），
内心一度到达崩溃边缘。面对如

此棘手的帮扶需求，社区的专职

社工一时也犯了难，显得心有余

而力不足。

随着“支援团”的介入，这个

“双难”局面快速化解，王桦同时

获得了法律、亲子、经济、心理等

方面帮助，重新回到了生活正轨。

这一切，得从深圳市龙华区

创新探索的社会工作疑难个案

支援机制说起。

社工人才的
专业“后援站”

龙华是深圳产业大区，常住

人口逾 250万人。近年来，龙华
区着力激活社会工作服务基层

治理专业效能，在全市率先出台

区级社工人才专项扶持政策，倾

心引才、育才、留才。目前，区内

共有 879 名社工分布在各领域
服务群众。

“在现实服务中，一线社工

常常面临专业支持不足、资源整

合能力不足等困境，制约了服务

的力度与厚度。”龙华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坦言。

聚焦提升社工队伍服务群

众能级，一个区级社会工作疑难

个案支援机制迅速在龙华落地。

龙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机制主要涵盖了 1 个区级
社会工作疑难个案支援中心、1
套规范化服务流程、1 个专家智
囊库、1个个案资源库、1个疑难
个案库。

当一线社工遇到复杂帮扶

案例时，可通过疑难个案支援中

心的“龙华解忧杂货铺”小程序

和热线电话反映情况，中心将立

即启动响应程序，通过转介、督

导、会诊、研讨和资源链接等专

业服务，为社工和困难群众提供

精准帮助。

居民群众的
贴心“解忧铺”

记者注意到，龙华区社会工

作疑难个案支援中心已形成一

套从疑难个案界定、个案求助、

个案筛选、匹配社工或督导支

持、个案会诊到项目宣传的完整

运作机制。从一线上传的每个疑

难个案均独立建档，实现了个案

的动态管理和实时跟进，大大提

高了服务效能。

在诸多龙华一线社工看来，

注重资源整合是龙华区疑难个

案支援机制高效运转的一个关

键所在。

如今，龙华区社会工作疑难

个案支援中心汇聚起教育、家

庭、心理等领域专家 40名，梳理
出 100余条政策资源清单，并与
政府单位、慈善组织、专业机构

等建立联动机制，构建起相对完

备的资源支撑体系。

36 岁的玲玲（化名）与丈夫
育有 3个孩子，年龄最大的孩子
刚上初中，最小的未满周岁，一

家五口的日子过得还算踏实。不

幸的是，丈夫因为违法被刑事拘

留，自身在产假期间被公司开

除，且公司发不出工资，沉重的

经济压力和身心压力让她产生

了一些“错误”念头。社区专职社

工了解到她的遭遇后，随即联动

区社会工作疑难个案支援中心，

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带她彻

底走出生活误区。

据统计，龙华区社会工作疑

难个案支援机制正式运行两年

多来，已解决求助个案 80例，涵
盖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残障人士

社会融入、青少年网瘾、亲子关

系破裂、家庭关系调适、妇女家

暴、临终关怀等领域，促进了社

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工作理论的
优质“探索点”

疑难个案支援机制不仅关

注个案本身，还致力社会工作服

务理念和服务模式的探索，形成

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据了解，龙华区社会工作疑

难个案支援服务中心定期召集

跨领域专家开展主题研讨，推出

“疑难个案评优大赛”，鼓励社工

提炼和分享服务经验。

“我们分享实务经验、进行

专业反思，增强了触类旁通的本

领。”龙华一线社工于梦秋说。

截至目前，龙华区已汇编形

成 30 个优秀疑难个案服务案
例。不久后，疑难个案支援机制

探索、疑难个案服务模式研究等

一批专业理论成果将“出炉”。

龙华区民政局主要负责人

表示，龙华区疑难个案支援中心

将扩大专家智库规模，创新专业

支持方式，延伸专业支持领域，

增强配套资源支撑力度，让社会

工作更好造福龙华群众。

（据《宝安日报》）

一个“支援团”解了“两头难”

跨领域专家、社工、案主围绕案主存在的亲子关系、孩子厌学问
题开展个案会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