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2015年12月29日 星期二编辑：冯莹雅 校对：樊战涛 组版：李琮
洛阳·深读 09

相关链接▶▶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版权声明

防尘，容不得半点将就；节水，算到
了骨头缝里；植绿，工地就像自家菜园
子……正大国际城市广场项目工地践
行“绿色理念”，进行“绿色施工”，不仅
改变了人们对建筑工地的“固定印象”，
而且提供了一个“绿色样本”，传播着满
满的“绿能量”。

采访一个建筑工地，心中留下沉甸
甸的思考。

当下，雾霾频频来袭，我们越发
感到呼吸之痛、环保之痛。我们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雾霾
发生，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面对雾霾，我们能做什么？当然，职
能 部 门 铁 腕 治 霾 是 治 本 之 策 。 但
是 ，我 们 每 一 位 市 民 能 做 什 么 呢 ？
一味指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味
埋怨，只能更加添堵。其实，因为我
们既是环境的生产者，又是环境的消
费者，所以，环境往往掌握在我们自

己手里！
保护环境，绿色发展，涉及我们工

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譬如，
建筑工地抑制扬尘，空气中就少一些颗
粒物；少开一次车，就可以减少尾气
排放；购物自带环保袋，就能减少白
色垃圾污染……甚至，随手关闭水龙
头，随手关灯，一水多用，纸张双面使
用——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践行

“绿色理念”。
也许，这些小小举动微不足道，但

日积月累养成习惯，就是低碳生活、绿
色生活；也许，一个人的行动有限，但如
果人人留心、人人践行，我们就能把“绿
色”镶嵌进生活中。

绿色，不单单是发展的理念，更是
发展的抉择。

绿色，就在我们手中。一个个细节
汇聚起来，就是一股巨大的洪流！

（朱艳艳）

近日，市民田先生专程来到市红十字会，填写了《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选择用捐献器官的方式延续生
命。目前，像田先生这样的志愿者多吗？我市器官捐献的现
状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超七成市民“没考虑过”捐献器官
日前，在新区宝龙城市广场，记者采访了董先生，当被问到

“如何看待器官捐献”时，董先生一脸漠然，表示“从未想过”。
连日来，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对于“器官捐献，您能否接
受”这一话题，超七成市民表示“没考虑过”。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器官捐献在各地都是非常艰
难的“生命接力”。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
愿捐献器官率较低。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
衰竭患者，有30万人适合以器官移植的方式进行治疗，但每
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自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器官来源更加紧
张。有医学专家表示，“一肾难求”的尴尬现状依然未有改
观。由于供体稀少，许多终末期肾病患者依靠血液透析来维
持生命，通常需要等待1.5年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不少患者
没能等到移植机会，在等待中走向死亡。

志愿者捐献一具完整的遗体，通过组织、器官移植，可以救
治上百名患者。2011年7月，我省被批准为全国第二批人体
器官捐献试点省份，我市人体器官移植的定点医院是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目前，我市已有十余人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
挽救了不少生命，但这与需要移植的患者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想要顺利捐献器官并不容易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刘展莉介绍，近年，不少市民主动致

电红十字会了解器官捐献流程，但这些潜在的器官捐献志愿者
普遍担心家庭成员会反对，最终签订协议的人并不多。2015
年，我市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仅有11人，且多是老人。

即便捐献者捐献意愿强烈，但能否捐献成功还取决于家
庭成员的态度。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死亡
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
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老人同意捐献，但等到其过世之
后，子女不愿意捐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的案例我们经常
遇到，一旦亲属表示反对，捐献便无法进行。”刘展莉说。

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搏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
关键。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至4分钟，肝脏5至
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捐献志愿者顺
利捐献需要众多家人的同意，但在病人弥留之际，亲人无心
考虑各种需要签字的协议，导致器官移植的机会悄悄流逝。

此外，即便志愿者本人和家属同意，志愿者捐献器官
也要符合相关指标才能捐献，这又进一步减小了捐献者
的数量。

破解难题，还待“移风易俗”
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郑瑞生介绍，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是

影响器官捐献的最大“瓶颈”。此外，不少市民对于器官捐献
缺乏全面了解。

递交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的田先生说，当
他向亲人提出器官捐献的想法时，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尤其是
自己的孩子无法接受。经过他反复做工作，妻子同意了，还和
他一起填写了登记表。“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认同器官捐
献。”田先生说。

除了社会认知偏差，如何认定患者死亡、对捐献者身后有没
有优惠配套措施等问题，也制约着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采访
中记者发现，有患者担心，在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
不会积极进行救治了。同样，一位医生也表示，假如死者家属质
疑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抢救不力，医生也将陷入纠纷。

今年8月，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发
布。《指南》共分18个篇章，对中国器官捐献相关原则和政策进
行了阐述，包括公民器官捐献的伦理道德、法律、捐献组织架
构，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断标准，还有供体维护、器官功能
的评估，器官获取的有关技术及分配准则，此外还包括器官捐
献协调员队伍建设，以及人道主义救助政策等内容。

“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进一步普及器官捐献知识，让公
众进一步打消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提高对器官捐献的关
注和认可度，也希望更多的人更新观念，主动投身器官捐献志
愿者的行列。”郑瑞生说。 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李战功

捐献器官，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
但在现实操作中，这一善举实现起来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器官捐献，
通道“卡”在了哪儿

建筑工地就一定是“晴天吃土，风起喝灰”的灰头土脸形象吗？
在这里，这一印象被颠覆——

条件：年满18岁，愿意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救治他人
捐啥：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胰脏等器官
咋捐：器官捐献者书面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表》——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确认完成捐献登记——录
入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一旦达到待捐状态进行
专业医学检查——器官获取组织进行人体器官获取——根据
人体器官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高峰）

如何进行器官捐献

一个建筑工地的

人们对雾霾
天深恶痛绝，而
工地扬尘是形成
雾霾的“帮凶”之
一。而在开元大
道中段的洛阳正
大国际城市广场
项目工地里，不
仅 没 有 扬 尘 漫
天，而且有绿植
一片，其中塔吊
旋转，车来车往，
秩序井然……

“晴天吃土，风起喝灰”，在人们
的印象中，建筑工地是扬尘的“重灾
区”，灰头土脸似乎是建筑工人的

“标签”。
一个晴朗冬日的下午，我们走

进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项目工
地，突然一愣：这个建筑工地怎么如
此干净又整洁？

一进大门，是宽敞的车辆冲洗
区，两侧摆放着整齐的绿植。门卫
杨师傅正拿着管子，给车辆“洗
澡”。地上，几乎看不到生活、建筑
垃圾，就连污水排放管道上也少见
泥土。

说到工地的防尘举措，建筑工
人何军林抢着介绍。他说，每辆离
开工地的汽车都要在门口“洗澡”，
确定车身下部和轮胎被彻底洗干净
了才能上路；建筑主体的外墙上，每
隔两米安装一个喷头，每天定时多
次喷洒水雾；地面裸露的土地都用
黑色的网布遮挡，以防止扬尘。

“雾霾来袭，工地扬尘是成因之

一。我们工地防止扬尘，规矩硬得
很，从进料到外运，容不得半点将
就。”何军林说着，摘下安全帽，理了
理短短的、干净的头发。

往里走，是工地的临时过道。
虽说是“临时过道”，但没有一点“临
时”的样子，路面全部是用移动钢板
焊接而成的。钢板上湿湿的、亮亮
的，没有泥土，更没有任何废弃物。

负责项目施工的中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项目经理
禚（zhuó）洪强算了笔账，购买钢板
虽比铺设混凝土路的价格高出两三
倍，但它至少可循环使用20次，“从
长远来看，这样不仅节约了成本，更
重要的是抑制了扬尘，同时减少了
拆除时产生的建筑垃圾”。

“治理雾霾，就要抑制扬尘，
做到绿色施工。绿色是未来发展
的方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需要
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这是企业
的责任，也是企业竞争的法宝。”
禚洪强说。

抑制扬尘，离不开水，如何节约
用水呢？

“为了节约用水，我们算到了
骨头缝里。目前，工地有一套完整
的节水方案，可以循环利用水资
源。”该项目副总经理赵晓刚说。
他们在地下挖了多个蓄水池，用于
收集雨水、施工用水、生活用水等，
这些水经过 3 级沉淀后，再用来冲
洗车辆，如此循环。

赵晓刚举例说，工程前期需从
工地运走大量土方，最多时每10分
钟就要开走一辆车，每辆车至少需
要 0.12 立方米的冲洗水，“这么多
水，如果只用一次，实在浪费”。为

了节水，他们组建了节水小组，全程
监督工地用水。据初步估算，实施
了整套的节水方案后，该工地平均
每月节约用水2000吨。

萧小波是混凝土工人，自从来
这儿干活以后，他逢人便夸这是货
真价实的“五星级”绿色工地，“路
上是太阳能灯，楼里是声控LED节
能灯，有封闭的排水、排垃圾管道，
所有的临时管线都利用正式管线
技术，避免返工浪费”……

最近，禚洪强正计划再购买安
装一套建筑垃圾回收系统，将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碎石、碎块等建筑垃
圾制成方砖，就地循环利用。

“咋不种花，改种‘大白菜’了？”收工
后，钢筋工人李开强指着路旁的绿植说。

李开强说的“大白菜”，其实是绿植
“羽衣甘蓝”。据介绍，动工前，工地专门
购买了 4000 余盆牵牛花、菊花用于点
缀，还在空旷的地上铺上了临时草皮。
入冬后，因花草纷纷枯萎，于是工地又新
栽了一批耐寒的绿植。

“美丽工地、乱象必除”“文明工地、个
个争创”……大门上、墙体上、护栏上、宣
传板上，各类绿色标语与草木遥相呼应，

施工现场“绿意浓浓”。
“在进工地干活前，我们还上了好几

回课，学习‘绿色章程’，如果表现好还有
奖励哩！”李开强说，“我们‘见缝插绿’，工
地就像自家的菜园子。”

目前虽已是寒冬，工人们仍喜欢收工
后在工地里散散步。这不，萧小波和几个
工友正在花园般的工地里转悠，看看绿
叶、唠唠家常，很是惬意。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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