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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
凋不败，妖冶如火；去时如同静美
的秋日落叶，不盛不乱，姿态如
烟——— 这是人们对遗体(器官)捐献
者的赞美。

遗体(器官)捐献是红十字会的
核心工作之一。截至目前，莱西市
器官捐献6例，眼角膜捐献18例，
遗体捐献59例。

捐献遗体（器官）

讲述另一种爱的故事

初秋的莱西市凤凰岭“遗体捐
献纪念林”，松柏掩映，翠竹葱
茏。

从莱西市区出发，沿着204国
道向南行，在约七八公里处，有一
高大醒目的标有“凤凰岭”字样的
标志牌赫然屹立在路旁，由此再在
乡间小路上走不到一公里，就到了
莱西市凤凰岭公墓，“遗体捐献纪
念林”便坐落其中。

在纪念林不到 1公顷的土地
上，安放着59位遗体捐献者的卧
碑。每年的清明节，莱西市红十字
会都会在纪念林开展“向遗体捐献
者致敬”的悼念活动，向他们敬献
花圈，宣传捐献者的感人事迹。

在这里，每一座墓碑都承载着
一个值得聆听又能够充盈心头的故
事。

“之前，我在电视上看了红十
字‘遗体捐献纪念林’扫墓活动。
就知道有这个事情，真没想到女儿
不到一岁就不在了，把她的角膜、

遗体都捐出去，给需要的人用，让
她的生命得以延续；她走的太早
了，太多的美好她还没机会看到，
现在我要让女儿继续看着这美好的
世界。”小雅的母亲满怀深情地
说。

小雅不到一岁，出生后不久病
魔就袭击了她，多脏器都有不同程
度的病变，后来，她的心脏功能也
有了缺陷，父母和医生虽然竭尽全
力，但仍然没有从死神手中夺回小
雅年幼而柔弱的生命。小雅，成了
纪念林年龄最小的捐献者。

大爱升华灵魂，感触催人泪
下。在往复循环的记忆画卷中，老
党员张培忠的事迹也随之徐徐展
开。

“人死了留着骨灰还占地方，
捐给国家做医学研究多好啊，让中
国的医学更加强大！”这是张培忠
老人生前多次表达的心愿。长期患
病的六旬老人张培忠，住院期间突
发脑溢血，进入脑死亡状态。子女
在悲痛之余，毅然决定帮父亲完成
心愿，捐出眼角膜和遗体，让他人
重获希望。

张培忠老人生前是莱西市二运
公司退休职工，1968年9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一名有着45年党龄的
老共产党员。

“父亲从小就患有风湿性心脏
病，但因为家里兄弟姊妹多，家庭
负担很重，顾不上治疗。直到我们
儿女都成家立业了，父亲才说要做
手术。”女儿张英妍说，13年前，

父亲做了心脏二尖瓣手术，换上了
人工机械瓣膜，他就屡次表示，希
望过世后将身体捐献出来，用于医
学研究。

“你好，是红十字会吗？父亲
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前些日子突发
脑出血，目前医院已经表示没有抢
救的价值了，我们想帮父亲完成遗
体、器官捐献的心愿，能救几个人
救几个人。”张培忠老人的子女在
看到父亲已经抢救无望的情况下，
拨通了莱西市红十字会的电话。

老人的子女说，在悲痛之余，
想起了父亲曾反复提及的心愿，于
是，在征得家人支持的情况下，向
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并代父亲签署
了《申请表》，完成了父亲的心
愿。

爱心宣传是红十字会工作的法
宝之一，莱西市红十字会及时跟进
媒体，播发遗体捐献者的新闻故事
和典型事例。遗体捐献志愿者刘英
敏看到《莱西市情》遗体捐献宣传
栏目后，深为感动，他认为：活着
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死后也要为
社会留下点什么，随后表明了自己
捐献遗体的意愿，又动员妻子一同
到红十字会办理了登记手续，他去
世后，已经实施了遗体捐献。

如今在莱西，随着遗体(器官)

捐献知识的宣传普及，更多怀有奉
献的爱心人士加入到这项爱的接力
事业中。捐献者家属、捐献登记志
愿者用不同的形式，讲述爱的故
事，聆听生命的声音，感受生命的

延续。

最多跑一次

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遗体(器官)捐献不仅展现了
一个人的人道、博爱和无私奉献精
神，更彰显了一座城市文明的高
度。”这是莱西市红十字会所有工
作人员共同的内心表白，“市红十
字会作为服务机关，要始终把这种
理念渗透在工作中，让捐献者充分
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让他们
将身后事安排得更放心、更安
心。”因此，“一次办好”成为莱
西市红十字会便民服务的工作标
准。

为方便群众，针对年老体弱、
行动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申请人，
莱西市红十字会坚持实行登门服务
制度，让群众办事“零跑腿”。日
庄镇的王安明有捐献意愿，但自己
腿有伤残，行动非常不方便。莱西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立刻赶赴家中，现场办公办理登记
手续。他的妻子在了解了遗体捐献
是一项有意义的好事后，也进行了
捐献登记。她说：“我和老伴都想
通了，一个人离开世界是一种回归
自然的方式，就像灯灭了一样；遗
体捐献我们看得很透彻，不能带着
封建的老思想看待。”据莱西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像入户登记
服务这种情况，每年有十余次，占
登记总数的40%左右。

如何解决特殊情况下群众临时

登记不方便的问题，莱西市红十字
会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建立了及
时、准确的信息报送共享机制，与
各医院120急救中心等部门形成内
外联动、上下一致的工作常态，有
群众需求，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联
系，让群众少跑腿。目前，通过各
级医院办理登记手续后已捐献的有
11例。

行人道关怀

把实事做到心坎里

遗体(器官)捐献有奉献大爱的
传承，也有亲人离世的悲痛。莱
西市红十字会全体人员都深刻明
白这一道理，从墓碑的安放、遗
物的安葬到对亲属的安抚，他们
把一件件实事做到捐献者亲属的
心坎里。

“他们都是为我国医学和关爱
生命做出贡献的人，红十字会永远
不能忘记他们。”这已经成为红十
字会人的共同心声。

一直以来，莱西市红十字会不
断加大人道关怀力度，积极完善
“关爱生命”专项救助办法，加大
对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慰问救助力
度。每逢春节和中秋节，都安排人
员到捐献者家中探望慰问，力所能
及帮助捐献者和贫困志愿者解决工
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截至目
前，已经拨付救助金20余万元，救
助慰问捐献者、贫困捐献志愿者
300余人次。

从襁褓婴儿，到花甲老人；
从在校学生，到普通农民；从中
共党员，到一般干部；从白衣天
使到退役军人，莱西市这83例捐
献者背后，有着太多感人的事迹
和故事。

在莱西，一个个凡人善举，让
这座城市变得格外温暖！

(程强 赵波)

生命之约让城市格外温暖

“前两年，因为地界和邻居有
些矛盾，没少让村干部操心。村里
实行‘微治理·微示范’后，我还
差点儿上了黑名单，现在经睦邻小
组协调，矛盾化解了。”鱼台县老
砦镇晁庄村村民李振兴说。晁庄村
党支部书记赵青珍介绍，全村划分
为12个睦邻小组，党员和群众结
对，不仅村民之间的邻里纠纷少
了，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也高
了。

今年以来，鱼台县积极推行以
村党组织为单元的“微治理”，通
过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
务”、实行“微管理”，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增强了农
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
了农民自我管理和监督水平，为健
全乡村治理探索出一条效果较好的
路子。

“微组织”：

增强村民凝聚力

鱼台县作为典型的农业县，辖
区内村集体收入没有破万的村庄还
有很多。乡镇政府、村委会在乡村
基层治理方面没有抓手，硬办法不
能用、软办法不管用，社会治理难
以有效开展。

据鱼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成广介绍，全县392个行政村，
村“两委”普遍只有4至5名干部，
基层服务力量薄弱。为增强村民凝
聚力，今年鱼台在全县挑选了11个
示范村，推行“微治理”。11个村
23个村民小组确定为“微组织”，

有3名以上党员的村民小组就可以
成立党小组，小组组长由党员村民
小组长兼任，推动党组织向下延
伸，筑牢村民小组战斗堡垒。

据了解，为推动共治、联动，
村民小组成立村民理事会，理事长
由村民小组长兼任，并组建党员先
锋队、巾帼服务队、睦邻小组等志愿
组织，将群众信得过、有威望的党
员、村民、种养大户等农村先进力量
团结起来，形成共治合力。

“微管理”：

提升村庄自治力

目前，鱼台县在原有县、镇、
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的基础上，把服
务延伸至村民小组这一级，11个示
范村的所有村民小组全部配备代办
员，实现便民服务“全覆盖”，半
年来、累计为群众办理服务事项
153项。

李阁镇文集村党支部书记黄野
说，全村按照“微管理”原则，将
村民小组里每10到15户居民划分为
一个网格，村民理事会成员兼任网
格长，党员或村民代表兼任网格
员，协助村民理事会开展社情民意
调研、村务财务监督、矛盾纠纷调
解等工作，发扬邻里间相互照应、
帮助的优良传统，力争做到以身边
的事感动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
人。

鱼台县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定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等活
动，引导村民讲文明、树新风，发
动村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等活动，

引导村民讲风格、比奉献，并开展星
级文明户、致富能手、“好媳妇好婆
婆”等评选，村民人人争当先进。

“现在生活富足了，农民对于
环境卫生的要求更高了。这两天巡
逻时，就有一些村民提出建议，让
村居卫生走进角角落落，于是我就
梳理了建议向村‘两委’汇报，提
上了办事日程。”李阁镇李楼村巾
帼服务队队长李秋香说，作为村庄
“微管理”的一分子，她的任务就

是收集村情民意。
据了解，鱼台县实行“微管

理”的关键是事前立规矩，组织村
民商定村规民约，建立信用评价体
系，对诚信缺失、屡教不改的村
民，列入“黑名单”。

“微示范”：

树典型，发挥辐射效应

走进罗屯镇刘庄村，一条条干

净整洁的水泥路，一排排创意新颖
的民俗体验店，一个个高标准建设
的采摘棚。美不胜收的乡村景色映
入眼帘。半年多来，鱼台县的“微
治理”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目前，我们在全县推行的11

个示范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
是罗屯镇刘庄村依托赤松茸种植基
地，打造集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于
一体的‘党建+’乡村综合体，实
现民富村强，真正发挥了示范辐射
效应。”王成广说。

为探索推进基层治理新模式，
鱼台县立足县域实际，细化“微治
理”举措，坚持分期推进的原则。
每期每个镇街选定一个示范带动能
力强的村，每个村选定一块区域作
为“微”示范区，将乡村治理所涉
及的产业发展、医疗养老、乡风培
树等工作的一项或几项作为内容载
体。

目前，鱼台第一期11个示范村
累计开展为民服务活动60多次，吸
纳村民意见建议180条，有效激发
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提
升了乡村自治水平，典型示范作用
逐步显现。

邻里纠纷少了，服务村民有专人跑了
鱼台推行村党组织为单元的“微治理”，村风村貌有了变化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缪学振 赵思影

李阁镇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李仲波和村民聊天收集民意。

>>编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理解
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
基层下移”的要求，对于推进我
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些乡
镇政府、村委会在乡村基层治理
方面没有抓手，硬办法不能用、
软办法不管用，社会治理难以有
效开展。如今，鱼台县积极推行
以村党组织为单元的“微治理” ,

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
务”、实行“微管理”。这样的
“微治理”让党组织延伸到村小

组，服务群众零距离；村民自治
也有了抓手，群众信得过、有威
望的党员、村民、种养大户等农村
先进力量被团结起来，形成了“治”
村合力。经过半年多实践，鱼台县
11个“微治理”示范村村庄自治水
平有了很大提升。

鱼台县创新乡村治理的做法，
效果已逐渐呈现，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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