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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影拿着儿子的遗体捐献证书

“我要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临泉流浪母亲来肥为脑瘫儿子办理志愿捐献遗体手续

记者 祁琳 刘海泉 /文 黄洋洋/图

她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带着4岁的三儿子和18岁的脑瘫大儿子，到处流浪；虽然她不识字，却深知

“大爱”。昨日，在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医大接受站，来了一名特殊的捐献者，她就是来自临

泉县农村的李梅影，为脑瘫儿子办理志愿捐献遗体手续。

母爱无边 照顾脑瘫儿18年不离不弃
昨日下午，在接受站，记者见

到了李大姐及她的两个儿子，她

显得很疲惫。大儿子小州蜷缩在

轮椅上，看上去并不像18岁的少

年，很瘦小。“来合肥两天了，晚上

就睡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

李大姐告诉记者，16年前她

与丈夫离了婚：“当时小州才2岁，

生下来的时候就这样，因为这个事

情，我与丈夫经常吵架，他总说要

放弃孩子，可我不愿意。”离婚后，

丈夫带走了当时只有4个月大的

二儿子，“没办法，我只有带着小州

去了广东，开始了流浪。”

2006年，前夫再次找到了李

大姐。但让李大姐伤心的是，复

合以后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

变，“同样，还是为了小州的事情，

吵架不断，便又分开了。”在这段

时间里，李大姐又有了三儿子。

说起这些年的生活，李大姐

便泣不成声。“在广州的时候，住

的是简易工棚，刮台风，一下就掀

掉了屋顶，我只能抱着孩子，挤在

废墟下面，熬到天亮。”

有时，李大姐觉得很对不住

孩子，有一次，李大姐发着高烧，

小州饿得直哭，“我自己坚持爬起

来，但是头好晕，一下子倒在了地

上，看着孩子直哭，我也只能哭。”

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李

大姐一直有个信念，“我不会放弃

小州的，无论生活如何糟糕，我也

不愿意抛弃他。”

支撑着李大姐的还有好心人

的帮助与支持。去年，李大姐带

着小州坐火车从杭州回老家，坐

的是硬座，同行的有一位40多岁

的大姐得知了她的情况后，便要

为他们补卧铺票，后来票虽没补

上，却给了李大姐500元。

为回报好心人的关爱，2011

年的一天，李影梅突然冒出一个

想法：把大儿子的肾捐给社会上

需要的人。

在得知省红十字会的联系方

式后，她便来到了合肥。记者了

解到，李大姐捐儿肾的想法，一开

始便遭到了接受站医生的拒绝。

“她来的时候，对捐献不是太

懂，以为捐了肾，不影响孩子生

活。实际上，活体捐肾，目前仅限

于直系亲属之间移植。”接受站站

长傅杰告诉记者，只能为小州做

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等今后具备

条件了，捐出的器官，再在非直系

亲属之间移植。”

“后来，李大姐一听说儿子的

肾不能捐，她就提出捐自己的肾，

我同样拒绝了。”傅杰告诉记者，

“我们告诉她，你一旦身体有什么

问题，两个儿子怎么办，所以她最

终也打消了这个想法。”

随后，记者在志愿捐献遗体

申请登记表上，看到有“同意全部

捐献遗体及有用的器官”的字样，

作为小州的法定监护人，李大姐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记者：你为什么要捐献儿子

的器官？

李大姐：好心人帮我这么

多，我本意就是想把小州的肾捐

出去，给社会上那些需要的人。

记者：你家里也很贫困，这

次捐献是无偿的吗？

李大姐：是的。

记者：你决定捐出儿子的器

官时，身边的人是怎么看待的？

李大姐：也有人不理解。

记者：那你为什么要坚持？

李大姐：我这么做，可能对他

（儿子）有些残忍，但这样却可以

挽救一个正常的人，我想这是值

得的，因为这样儿子也就成为一

个有助于社会的人。

记者：今后，你带着两个孩

子，有什么期望？

李大姐：想有个家安顿，我最

大的心事就是老大，希望他能有

饭吃，有地方住，一天天地过完一

生。

（文中孩子名字均为化名）

对话 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爱无言 主动捐献病儿器官奉献社会

“治不好你的病，我照顾你一辈子”
黄山一医生为救轻生的瘫痪少女许下诺言，14年相濡以沫

记者 陈明 张火旺

十六年前，歙县杞梓里镇赤脚医生方辉升，在给同村瘫痪卧床的女子小媚治病时，因不能阻止她轻

生的念头，情急中许下誓言：“你放心，我一定能治好你的病，如果治不好，我娶你为妻，照顾你一辈子。”

两年后，治愈无望，在一串鞭炮声中，方辉升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将小媚迎娶回来，他们的爱情故

事从此感染着十里八乡……

瘫痪女子多次欲轻生
小媚出生于黄山市歙县偏

远山区一个不幸的家庭，在她儿

时，母亲就去世了，于是父亲含辛

茹苦抚养着她们姐妹三人。

在小媚18岁那年，她感到关

节疼痛，去医院检查后得知，自己

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因家庭贫困，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小媚病情迅速发展，已无

法控制，生活不能自理。而此

时的小媚父亲，也因患病卧床

失去劳动能力，导致这个家庭

雪上加霜。

转眼十年过去，饱受了病痛

折磨的小媚，对生活已不抱任何

希望的时候，她曾多次欲轻生，但

因家人及早发现，才让她一次次

活了下来。

医生对患者的特殊承诺
得知小媚的不幸遭遇，同村

的赤脚医生方辉升心生怜悯，他

主动走进了小媚的家，决定为她

治疗，那一年，方辉升28岁。

在观察了小媚病情后，方辉

升认为，只有用中草药偏方才可能

有希望。于是他每天上山采药，研

究治疗方案。很快过去了几个月，

但小媚的病情没有丝毫改变。

方辉升的信念并未能阻止

小媚轻生的念头，在一次给小媚

送来中草药时，方辉升发现小媚

正准备自杀，他赶紧上前制止。

“我活着对所有的人都是拖

累，你不用管我。”小媚说。

“你放心，我一定能治好你的

病，如果治不好，我娶你为妻，照顾

你一辈子。”情急之下，方辉升对自

己的病人作出了这个特别的承诺。

之后，方辉升不仅免费为她

治疗按摩，还从生活方面鼓励她。

爱的天堂没有病魔困扰

日子清苦但充满温馨
为解决小媚“内急”等问题，方

辉升还专门为妻子安了一部电话。

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白天几乎

不喝一口水，一到晚上才拼命喝

水。小媚告诉记者，“为让我过得充

实不感到寂寞，除了看电视外，丈夫

还借来小说和其他刊物，供自己阅

读。”但让小媚最开心的，还是丈夫

推着轮椅上的她，在河边漫步。

昨日上午，在记者与小媚交谈

时，一旁的方辉升始终低头不语。

在方辉升看来，他亏欠妻子太多，

自结婚这些年来，没有给她买过一

件新衣服，自己和妻子穿的衣服都

是别人给的，同时在饮食方面，只

有逢年过节时才改善一下。

结束采访时，方辉升向记者

透露，因妻子长期吃药不能生育，

他打算抱养一个小孩，来满足她

做妈妈的愿望。

“嫁给我吧，我们已经相爱

了，不仅仅是为了那句诺言。”

1998年的一天，赤脚医生方辉升

向瘫痪中的小媚正式求婚。

谈起婚后走过的历程，小媚

告诉记者，自从嫁到方家，丈夫十

几年如一日，精心照顾着她。为

了继续给她治病，家里已是一贫

如洗。而为了更好地伺候妻子，

方辉升都是在该镇范围内打零

工，不敢走远，每当看到里外忙碌

的丈夫，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按

时给她洗衣做饭，小媚的眼里总

是含着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