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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没来得及报到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定格永远的期待

从女儿陈俊丽出生起，陈小勇
就开始用心地将她成长中的一点一
滴记录、保存下来，女孩童年时最喜
欢用的水杯、弹过的尤克里里，做作
业时用的折扇，读过的书《清华北大
不是梦》……在小学毕业的同学录
留言页上，稚嫩的笔迹写着小姑娘
最喜欢的美食——炒土豆，特长
——拉丁舞，在“我的性格”一栏中，
她调皮地写着：“呃，你猜！”还有重
庆交通大学的学士学位毕业证，最
后是她收到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然而，就在收到这张通知书后不久，
女孩因突发疾病永远离开了世界，
再也等不到爸爸送她去报到了。

强忍着悲痛，陈小勇把女儿的
器官捐献出来，让4名器官衰竭者
重获新生。

陈小勇的身份以前是重庆交
通大学优秀学生陈俊丽的父亲，如
今是重庆市2022年第100例器官
捐献者陈俊丽的父亲。他又来看女
儿了，看着眼前女儿的同学录、录取
通知书、学位证，他既伤感又自豪：

“俊丽的器官挽救了几个人的生命，
我为她骄傲！”在女儿去世三年后，
陈小勇依然每月为她的手机充着电
话费，“当想她想得不得了，就会忍
不住拨通熟悉的号码，或是给她的
微信发信息，想象着她还在……”

事关2025年清明祭扫
这场新闻发布会答疑

3月28日，市民政局举行2025年清明
节祭扫工作新闻发布会。市民政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余东海出席发布会并介绍2025
年清明节群众祭扫工作安排情况，倡导市民
群众用文明节俭、绿色低碳的方式缅怀逝
者、寄托哀思，传播文明殡葬新理念新风尚。

服务“加码” 祭扫体验“焕新”登场

清明节是群众缅怀先人的重要传统节
日，针对集中祭扫需求，市民政局联合市林
业局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清明节祭扫工
作的通知》，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服务
保障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各区县民政部门
已制定详细方案，搭建应急体系，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各地民政部门与陵园通过官网、微信公
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多渠道发布祭扫信息。
部分陵园增设专人引导的绿色通道，提供轮
椅租借、热水供应、遮阳棚、医疗急救点等便
民设施，将人文关怀融入服务细节。同时，
民政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殡
葬服务乱收费专项整治，重点查处强制消费
等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新风“领航” 殡葬传统“蝶变”升级

全市民政系统抓住清明祭扫高峰节
点，开展殡葬文明新风尚系列宣传活动。
各殡葬服务机构通过举办网络微课堂、设
置宣传橱窗、发放倡议书等方式，推广鲜花
祭祀、电子香烛等低碳祭扫形式。大渡口
区金龙山公墓优化服务流程，崇兴生命纪
念园创新利用户外灯杆广告进行宣传，引
导市民转变传统祭扫观念。

安全“护航” 保障祭扫“稳顺”无忧

各区县民政部门节前已对祭扫场所的
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等开展全面排查，节日
期间严格执行领导带班督查、信息零报告
制度。联合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建立协
同机制，重点做好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火
源管控等工作。针对农村散坟祭扫，指导
乡镇（街道）配备防灭火人员和物资，严格
管控林区用火行为。

市民政局特别提醒，中心城区殡葬服
务机构已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焚香烧
纸，呼吁市民增强防火意识，共同营造安全
文明的祭扫环境。

惠民“暖心” 96000守护“身后事”

作为市民政局24小时殡葬服务热线，
96000持续发挥民生保障作用。重庆市殡
葬事业管理中心主任杨胜普介绍，该热线
除提供遗体接运、政策咨询、投诉受理等服
务外，还特别实行遗体接运费首次减免政
策：凡通过热线选择正规机构办理遗体接
运并火化的市民，可享受首次接运费最高
230元减免（多次接运仅减免首次），十年
累计惠及群众超20万人次。

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共有2.3万名
群众通过96000热线办理丧葬事宜，累计
减免费用433.8万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00后器官捐献者去世3年，父亲仍在为她手机充值

“每当想她，就会忍不住拨通号码”

重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位于重
庆璧山西郊福寿园的“时光印记展览馆”将长
期对公众开放，其中的“纪念长廊”展出多位
捐献者生前常用的物件，包括画卷、乐器、玩
具、手工、书籍、证书等，无声诉说他们在这个
世界留存的美好印记，搭建起了一座连接过
去与未来的“时空隧道”使往生者的声音被更
多人听到，让生者的无限哀思有了寄托。

展览馆收集了多位捐献者的遗物，并仔细
整理、登记，放置于玻璃陈列柜当中，让来访人
员能够通过这些宝贵的物品，与它们曾经的主
人同频共振，读懂寄托在物件上的生命情感。

玻璃展柜里，高三女孩易小稀的手绘
画卷仍带着青春的体温；罗嗣政的毕业证
书依然记得这位年轻医者当年的秉烛夜
读；刁攀娅医生的白大褂平整如初，听诊器
的金属管折射出经年使用的温润光泽……

参观者陈士民说，看到这些物品，他们
的笑声、眼神、举止，仿佛就在眼前。“他们
曾是这世间最平凡的人，却在离别时做出
了最伟大的抉择。”

除了展陈物件，展览馆还用AI技术将
捐献者的照片制作成了视频，投放在大屏
幕上进行展播，重现捐献者的一颦一笑。

生命因奉献而延
续，爱因传递而永恒。
3月28日，重庆市举办
2025年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
红十字会、医学院校、
遗体（角膜）和人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等社会
各界数百人参加。

人体器官捐献纪
念园内的“时光印记展
览馆”首次开馆，在“纪
念长廊”中，有 8个月
宝宝最爱玩的毛绒小
鸭子、00 后女孩没来
得及报到的录取通知
书，都在无声地讲述着
捐献者生前的美好印
记，承载了他们对世界
的深情眷恋。

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也是“小英雄”
父亲写诗述说思念和歉意

去年，年仅8个月，因车祸去世的
王镜甯用自己小小的器官帮助了其他
几位患儿重获新生。

父亲王先生捐出孩子最喜欢的玩
具——一只毛绒小鸭子，还保持着被
小手抓握时的蓬松。“三娃子（小名）最
喜欢拿着它轻轻地咬，因为走的时候
他还只长出了两瓣牙齿……”还有表
叔送的新鞋子，准备等他满一岁时穿，
以及为儿子写的两首诗。

看到展出的孩子的生活物品，王
先生忍不住又想到了小宝贝可爱的模
样：“我们三娃子爱笑，看见谁都笑嘻
嘻的，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放音乐他就
咿咿呀呀地跟着学……”

王先生说，一家人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帮助，不管是车祸后，十几个人一
拥而上，抬车、救人、报警，大家齐心协
力展开救援，还是抢救过程中，众多陌
生人的安慰和捐款，都让他们感动不
已。他原本打算等三娃子出院后，带
着他挨家挨户登门道谢，然而孩子已
经没机会去了，他希望以器官捐献的
方式回馈社会，将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而伟
大的决定——捐献出孩子的器官，让
他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如今，他又
带着三娃子的玩具和其他物品来到纪
念馆。

“感谢有那么多陌生爱心人士的
帮助，希望更多人知道遗体器官捐献
没有年龄限制，也希望来参观的人能
看到我给他写的诗，知道我们有多想
念他，知道三娃子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也是我们心中的小英雄！”

王先生哽咽着，用非常轻微的声
音说：“如果有下辈子，希望三娃子还
能选我当父亲，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

搭建时光隧道 留存美好印记

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介绍，2024年，重庆市新增遗体
（角膜）捐献志愿登记2.2万余人次、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9000余人次，见证器官捐
献181例，捐献例数创历史新高，捐献大器
官500余个，让500余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
新生，实施遗体捐献689例，角膜捐献272
例528片，让352余名眼疾患者重建光明，
遗体、角膜捐献创历史新高。

2024 年 2 月，重庆市红十字会与重庆
市血液中心携手共建全国首家“三献”爱心
屋，开创性地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和遗体器官捐献登记三项公益服务整
合到一个平台。“三献”爱心屋运行一年来，
已成为中心主城区采血及造血干细胞、遗
体器官捐献登记的重要站点。2024年2月
到年底，爱心屋共计接待群众1.7万人次，
无偿献血 7088 人次 10916.U（累计街头献
血208人次/6.624万毫升）。在献血者中宣
传、动员、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329
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769人。

如今，在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内
的纪念碑上，镌刻着8000余名捐献者的名
字，截至目前，重庆市登记遗体（角膜）器官捐
献志愿者近30万人，实施器官捐献1300余
例，完成遗体捐献6000余例，捐献角膜7000
余片。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新闻多一点

王先生儿子的生活物品陈小勇手机里保留着关于女儿的一切陈小勇手机里保留着关于女儿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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