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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弥留之际，夫妻相约：

留双眼睛，来世相望
如今好人已经离世，现全城寻找角膜受捐者

星报讯（程夫敏 记者 赵汗青） 江苏睢宁县张集村与

安徽泗县曙光村一河之隔，为了方便两省群众通行，18年

前，张集村村民张广之老人买回8块水泥板，在河上搭了简

易桥；3年前，他又用积蓄给这条河修起了一座石头桥；2年

前，他将一条近1500米的土路铺成了砂石路。被评为“睢

宁人民好榜样”的张广之用20万奖金修成1000多米的水

泥路。

今年84岁的张广之老人说，“如果能活到一百岁，就要

把好事做到一百岁。”

免费摆渡方便两岸群众

1974年，张广之回到老家张集村，张集村南侧，宽约

25米的濉河阻断了苏皖两地群众的通行。

张广之和家人商议决定买一条小船来方便群众过往，他把

家里的猪和鸡卖了，凑了点钱买了一条能乘坐两三人的小船。

从那时起，张广之每天摆渡，免费运送沿河两岸的父

老乡亲。

4万元建起苏皖便民桥

可是小船摆渡太不方便，张广之想到了修桥。

1994年，张广之卖了一头猪，又借了几百元钱，修了一

座简易桥，方便群众行走。然而时间不长，桥面损毁严重，

有几次他亲眼看到过桥人一不小心掉进了河中。

张广之共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平时都很孝顺。

为了建桥，他一个一个给孩子们打电话，要修桥钱不

够，“你们都得拿点出来，权当是给我看病了”。为了却父

亲心愿，子女们纷纷掏钱，总共凑了3万元。还差1万元怎

么办？张广之四处找人借钱。

2009年6月，历经千辛万苦，历时3个多月、投资4万

多元的苏皖便民桥在张广之和众乡亲的共同努力下终于

建成通车。然而，这一次张广之却累倒了。

老夫妻艰辛借款再修路

桥修好了，可路又太难行，一遇阴雨天，老人和孩子们

常常滑倒。这让张广之老人心里很难过，怎么办？修路！

2010年6月，张广之夫妻东挪西借，又投入了2万元，把

庄东西、南北两条各1000多米的泥泞路硬是修成了沙石路。

为减少修路开支，老人自己骑车外出10多里路联系石

料、石灰等，为了节省运费，张广之和老伴顶着炎炎烈日，

拉着平板车从黄圩街一步一挪地拉运水泥管子。

修桥铺路，张广之欠下了1万多元的债务。张广之老

人说，图的是方便群众，图的是大伙儿平平安安。

20万奖金化作幸福路

2011年11月，张广之高票当选“睢宁人民好榜样”，并

获县委县政府颁发奖金20万元。张广之老人说，我这20

万元奖金，只是暂为乡亲们代为保管，等用着的时候全部

拿出去，我自己一分钱都不留！

张广之说到做到，如今，张集村的父老乡亲又走在张广之

老人再次用政府奖励给他的20万奖金铺就一新的水泥路。

在张广之的感召下，张集村众多村民纷纷加入捐款修

路大军中来。

张广之告诉记者，他现在80多岁了，如果能活到100

岁，就要把好事做到100岁。

免费摆渡、自费建桥、借钱修路……

84岁老人：要把好事做到100岁

大义：
辞世前，夫妻二人相约同捐眼角膜

苏维民和老伴张和平原本都是合肥玻璃总厂工人，下

岗后，苏维民就在外面打些零工维持生计，一家人虽不富

裕却很幸福。然而命运却总喜欢开玩笑。去年9月，苏维

民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由于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间，

苏维民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却还是在一年多后倒下了。

病情加重后，苏维民躺在安医大一附院的病床上，萌生

了捐献眼角膜的想法。“知道他是认真的后，我对他说，‘我

支持你，既然你决定这样做，我也想和你一样，将来有那么

一天，我也把我的眼角膜捐献出去，到时候咱们的眼睛都

留在世间，相互守望’。”张和平说。

做出决定后，苏维民和张和平找到安徽省红十字眼角

膜库，办理了捐献的相关手续，成为我省第三对双双捐献

眼角膜的夫妻。张和平还自愿捐献遗体。

遗愿：
“我死后，希望受捐者常去看看老伴”

12月16日晚上8点50分，苏维民在与病魔抗争一年

多后，闭上了双眼。在他死后1小时内，医生为他取出了眼

角膜并交由红十字眼角膜库保存。

张和平说，苏维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眼角膜受捐者

能经常来看看她。“老头子说，我年纪也大了，等他不在了，家

里买米、换煤气这样的重活都没人来弄，就希望受捐者可以

时不时来看看我，就好像他还陪在我身边一样。”说起苏维

民，张和平又红了双眼，“他从小就命苦，生下来就被亲生父

母遗弃，后来被人抱养，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好不容

易熬到现在女儿成家了，外孙女也上幼儿园了，本该一家人

和和美美过日子，没想到得了癌症，临走了还放心不下我。”

寻找：
发微博，全城寻找眼角膜受捐者

12月16日晚上11点多，眼角膜库主任屈志国发微博

寻找眼角膜受捐者。

屈志国告诉记者，符合条件的受捐者可能会比较难

找。“绝大多数受捐者虽然心存感激，但是多不愿意见到捐

献者家人，因为见面之后会觉得一辈子愧对对方，承受巨

大的心理压力，无法再过正常的生活。”

一方面愿意见捐献者家人的受捐者少，另一方面眼角

膜在保存液中最多只能保存7天，屈志国于是想起用微博

“寻人”的方法，希望能在眼角膜“到期”之前找到合适的受

捐者。屈志国告诉记者，我省眼角膜库新鲜角膜的存量非

常少，还有少部分保存材料的角膜存放在无菌试管中，保

存时间最长可超过一年，主要用于感染性角膜病变和角膜

穿孔等眼疾，能建立角膜的完整性。但比起新鲜角膜，保

存材料的角膜在厚度、透明度、透光率上都有差距。

“我们还是希望能有受捐者能尽快联系我们，不想让苏

维民的一片好心就这样浪费了。”屈志国说，希望能通过本

报，找到合适的受捐者。 记者 李皖婷

12月16日晚上8点50分，苏维

民合上了疲惫的双眼，再也没睁开。

医生随后按照他的遗愿，为他取出了

眼角膜。离世前，苏维民和老伴一起

签了志愿捐献眼角膜申请书，成为我

省第三对双双捐献眼角膜的夫妻。“苏

维民希望受捐者能经常去看看老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寻找受捐者。”安徽

省红十字眼角膜库主任屈志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