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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日下午日下午44時時，，兩台腎臟移植手術在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順利完成兩台腎臟移植手術在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順利完成，，俄羅斯俄羅斯

籍女子妮卡讓她的生命以奉獻的方式延續籍女子妮卡讓她的生命以奉獻的方式延續。。來自俄羅斯的妮卡與廣西小伙歐陽相戀來自俄羅斯的妮卡與廣西小伙歐陽相戀、、

結婚結婚44年年，，此次她為愛奔赴廣西與丈夫團聚卻遭遇意外此次她為愛奔赴廣西與丈夫團聚卻遭遇意外，，在最後關頭在最後關頭，，歐陽選擇幫助歐陽選擇幫助

妮卡完成心願妮卡完成心願，，將她的肝臟和腎臟捐獻給將她的肝臟和腎臟捐獻給44名廣西患者名廣西患者，，為他們帶來生的希望為他們帶來生的希望。。據了據了

解解，，這是首例外籍人士在廣西進行器官捐獻這是首例外籍人士在廣西進行器官捐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曾萍 廣西報道廣西報道

遺

親屬關係證明、授權委託聲明、捐獻
所需材料、給俄羅斯駐中國領事館去
函……一切流程、材料均合法合規後，
供體分配程序正式啟動。據廣西醫科大
學第一附屬醫院器官移植科主任、主任
醫師董淳強介紹，為了實現器官利用最
大化，把更多的愛和器官傳承給更多患
者，醫科大器官移植團隊通過劈離式肝
移植手術，即把肝臟分成左右兩邊，分
給兩名需要器官移植的肝病患者。
11月16日，器官移植手術如期進行。

妮卡安靜地躺在手術台上，參與手術的
醫護人員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方才開始
手術。第一台手術，妮卡左側的肝臟捐

給了一名15歲的急性肝功能衰竭的少
年，右側捐給了一名肝細胞癌患者。
「手術從上午9時做到下午2時，歷經5
個小時。肝臟已經在少年體內存活，術
後指標在逐漸好轉，希望這個孩子有良
好的恢復。今天完成了兩個肝臟移植手
術。」董淳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急
性肝功能衰竭的青少年若不能及時進行
肝移植手術，將可能面臨死亡，這次手
術給他帶去了生的希望。
目前，器官移植的4台手術均已順利完
成，4名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都是廣西籍
人士。據廣西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顯
示，自2011年7月，廣西開展人體器官

捐獻工作以來，截至2022年11月14日，
全區累計實現遺體和人體器官（組織）
捐獻3,406例，其中器官捐獻 2,892例
（含器官捐獻時捐獻遺體角膜案例），
捐獻器官 8,000多個，捐獻例數位於全國
前列。

外籍及港澳台人士
內地遺體捐獻流程

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18歲以上）的外籍及港澳
台人士，願意在內地進行逝世後遺體、器官、角膜、
組織捐獻用於臨床治療和科學研究的，可以通過以下
兩種方式進行志願登記：

（一）撥打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諮詢電話
400-010-6695進行志願登記

（二）前往居住地紅十字會進行現場登記

外籍人士所需證件

護照
親屬關係證明（非本人申請）
捐獻者本人或直系親屬的簽字確認文件
授權委託聲明（非本人申請）
所在國籍駐中國領事館的函件

港澳台人士所需證件
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回鄉證）等證明身份的證件
捐獻者本人或直系親屬的簽字確認文件

捐 獻 流 程
家屬撥打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諮詢電話
400-010-6695或向所在醫療機構表明捐獻意願；

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對潛在捐獻者進行評估；

如評估符合捐獻條件，在徵得所有直系親屬共同
同意後，簽字確認；

在兩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共同見證下由
器官獲取組織實施器官獲取手術。

廣西四患者

2018年，同為音樂人的妮卡
和歐陽一見如故，相戀一年
後，兩人便決定結為夫妻。
「我們兩個人因為有共同的音樂愛
好而相識，然後相戀，我從一開始就
認定了她。」回憶起和妮卡的過往點
滴，歐陽有些哽咽。2019年9月，歐陽陪妮
卡到俄羅斯探望母親，後因事先行回國。不
曾想，因疫情肆虐將兩人的「暫別」拖延成了3
年的久別。「分隔的這些時間裏，我們也曾討論
過，無論是3年還是5年，甚至是10年，我們都會
在一起。我們想了無數個再次相聚的計劃，只要她能
回來，我什麼都願意付出。」
今年10月，妮卡搭乘航班回中國，按照防疫規定完成
入境隔離。「那天，她剛出酒店門口，我們就緊緊抱在一
起，抱了足足5分鐘。」見到妮卡的歐陽嘴角不自覺地上揚，回
家路上也一直緊牽着妮卡的手，兩人開始暢想未來「人間小美好」的
生活：到家了要馬上抱抱一起養的三隻貓、要養好身體備孕……讓歐陽
沒想到的是，久別重聚後不到3小時，他就要和妮卡永遠的告別。
「可以不要走嗎？我真的很捨不得妳……」在妮卡被推進手術室前，

歐陽低聲嗚咽着，俯身深情地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
駕車從南寧市回家的路上，妮卡在高速公路服務區休息時，突發急性
肺動脈栓塞，呼吸心跳驟停。「我想如果有如果，那天我再開快一點，
提前半小時回到家，那妮卡是不是能獲得更及時的搶救。」歐陽十分懊
悔，他希望自己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能做得更好一點，或許這樣就能讓心
愛的妻子避免發生意外。當時經過多方搶救，最終醫生還是宣布了妮卡
腦死亡的消息。

丈夫遵循約定 讓愛延續
「我是84年的，她是92年的，以前戀愛時我們就有談論過死亡，當時
我覺得我會先離開她，我希望捐獻自己的器官，希望用這樣的方式繼續
陪伴她。當時她也說，如果她先走，她也要捐。」於是，歐陽在徵得妮
卡母親的同意後，為妻子做了器官捐獻的決定。「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
能孕育自己的孩子，我們在憧憬着未來。如今，支撐着我走下去的，就
是讓她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讓我知道她還留在這個世界上，我覺
得她還陪着我。」歐陽說道。

多方攜手全力促成善舉
「你們看到的也是我妻子看到的，我希望你們這輩子好好的。」接受媒體
採訪時，歐陽「隔空」為接受妻子器官捐獻的患者送上祝福。然而，當歐陽
向醫生提出想進行遺體捐獻的想法時，醫院方面卻發現，外籍人士捐獻器官
並不容易，因為此前廣西從未有過先例，而在國內也屬少見。廣西醫科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的醫務部負責協助歐陽先生辦理器官捐獻手續的工作，據該院
醫務部部長尚麗明介紹，按照我國規定，器官捐獻需要捐獻者所有直系親屬
的同意，但妮卡的家人遠在俄羅斯，如何溝通成為一道難題。
「醫院醫務部的工作人員忙了好幾天，我們一邊向俄羅斯駐華領事館

提交文件，一邊將遺體捐獻的材料翻譯成俄語，發給妮卡的母親同她進
行溝通確認。」尚麗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此過程中，醫務部也和
歐陽先生進行過多次溝通，而每次溝通歐陽先生都非常悲痛，「次次都
哭了出來。」在醫院準備有關文件的同時，廣西紅十字會也在為此次的
遺體捐獻事宜做着準備。「按照中國的法律，本國公民想要進行遺體捐
獻可以直接在手機上進行登記操作，而外籍人士則需要我們進行現場登
記或者電話確認等人工程序。」據廣西紅十字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外籍
人士想要在內地進行遺體捐獻，除了必備的護照等身份證明文件外，還
需要取得領事館的相關證明文件以及直系親屬的簽名文件等。

「這是妮卡的選擇」
11月15日下午，歐陽先生與妮卡的母親視頻通話，讓母親和女兒進行

最後的道別。妮卡的父親早年去世，母親先後收養了5個孩子，而妮卡則
是她唯一的親生女兒。「媽媽你可以罵我，可以怪我。」隔着屏幕，歐
陽忍不住地自責，而妮卡的母親卻忍着悲痛安慰着傷心欲絕的女婿，
「這是妮卡的選擇，可能她知道自己身體不好，來看你最後一眼，見到
了，就走了……」在一旁見證的尚麗明也表示，「視頻通話時，能夠感
受到妮卡母親非常悲痛，但她認可女兒的遺願，同意了女兒的遺體捐
獻。在親屬的同意和各方的配合下，最終順利完成了妮卡這一善舉。」

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15歲少年獲得新生

◆ 歐陽先生
給妮卡最後深
沉一吻。

特約通訊員
韋娜 攝

◆ 11 月 15 日
下午，歐陽先生與
妮卡母親視頻通話，
讓母親和女兒進行最
後的道別。

特約通訊員
韋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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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進行肝移植手術。
特約通訊員韋娜 攝

◆◆家屬與醫務人員在家屬與醫務人員在ICUICU病床前默哀病床前默哀。。
特約通訊員韋娜特約通訊員韋娜 攝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