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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月 20日，本報記者來到張婧的老
家——重慶銅梁區梁祝村六社，這是一處典型的
農村二層住房，家中沒有一件值錢的電器，二樓
頂棚已經大片開裂，無人修復。屋外的院壩只有
隨風搖擺的荒草。此時距孩子離開不到一個月，
張婧的奶奶哭壞了眼睛，父親張仁偉眼神渙散、
長時間低頭少言。
半晌，張仁偉才緩緩抬起頭來，用重慶方言說
道：「我常常夢到婧婧，夢見她讓我買零

食，夢見她畫的畫，我總覺得女兒還活着，她和
她媽都還活着。」被問及是否後悔捐獻婧婧器官
時，他又低下頭，喃喃說：「不後悔，不後
悔。」說畢又改口：「我不是要捐婧婧器官，我
是想要婧婧活下來。這也算婧婧還在世上吧？」

懊悔打工一年見一次家人
與記者一路同行的紅十字會協調專員稱，「雖

然器官捐獻移植已是大勢所趨，但在閉塞的山
村，村民傳統觀念很強。張婧爸爸不僅要面對失
去妻女的悲傷，還面臨着周圍人的誤解與質疑，
甚至有很多無知的人以為捐獻器官能賺錢，說他
們一家人『心狠』。其實器官捐獻屬於自願無償

奉獻，他們真的很善良、很無私。」
張婧的姑姑對記者說，哥哥最後悔的事情，是

前幾年外出打工，一年只見女兒一面。不久後，
她也要為了生計再赴沿海，擔子落在了她一人身
上。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我們所能幫助他

們。」米智慧說，為了緬懷與紀念如張婧一般
自願捐獻器官的市民，重慶正在打造一個遺體
器官捐獻電子紀念園，安放在重慶市遺體器官
捐獻紀念園內，專門用於記錄遺體和器官捐獻
者的音容笑貌和生平事跡。日後，捐獻者親屬
只需手指輕點電子屏幕，就可以讓親人的照片
躍然眼前。

張婧家住重慶銅梁區梁祝村六社，父親
張仁偉過去常年在廣東打工，每年過

年回家見孩子一面。2014年，44歲的他因
腦溢血導致偏癱，失去了勞動能力回到重
慶生活。女兒到了上學的年紀，他用畢生
積蓄，在學校附近買了一套價值20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二手房，方便小婧讀
書。2015年6月，張婧成為銅梁金龍小學
一年級六班的新生。

曾有長子溺亡
張仁偉告訴記者，雖然自己與妻子文化程
度不高，但女兒非常喜歡讀書，成績優異；她
還喜歡跳舞與畫畫，每周六都由母親帶着去興

趣班練習。「14年前，我曾經有過一個兒
子，13歲的時候溺水走了，他走後1年我們才
有了婧婧。」張仁偉流着淚回憶：「所以我盡
可能對婧婧好，她喜歡吃零食，我就從廣東買
給她；她喜歡畫畫，我就花錢送她去學。唉，
我女兒又活潑又聰明，她真的好乖。」

家中火災失妻
2015年12月11日，張仁偉回老家，張婧

與母親在新家睡着後，忘關電熱毯致忽然起
火。後來，消防員將明火撲滅，但不幸的是
張婧的母親在火災中窒息而亡，小張婧也因
吸入大量濃煙昏迷不醒。
昏迷的張婧被緊急送往當地醫院，後又轉

至重慶主城某三甲醫院重症監護室，但一直
昏迷不醒。一場大火帶走了妻子的生命，女
兒又生死未卜，張仁偉得知噩耗，本就虛弱
的身體雪上加霜，去醫院看望了幾次女兒後
回家一病不起。小婧的姑姑張仁容得知家中
變故，立即從外地趕回重慶，往返奔波於醫
院與哥哥家。
據了解，儘管小婧住院的醫院已經盡量減

免孩子的住院費、手術費，但高額的醫藥費
也讓這個貧窮家庭無力承擔。為了挽救年幼
的生命，醫院的醫生、護士開始自發籌款。
張婧就讀的金龍小學也舉行了師生募捐，短
短24小時，便籌集到7萬元善款。
12月21日，距火災發生僅僅過去了十

天，來自社會的愛心捐贈已近20萬元。這
個年僅6歲的孩子，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
關懷，小婧的生命牽動了無數人的心。
遺憾的是，愛心並未挽留住張婧的生命。

12月27日凌晨，醫院判定張婧腦死亡。

延續愛女生命
「其實，早在幾天前，醫生就告訴我們，

小婧婧的病情不樂觀了。」重慶紅十字會器
官捐獻專職協調員米智慧在接受本報記者採
訪時說：「因為小婧婧的父親身體不好，我
們一直與她的姑姑張仁容聯繫，希望能讓家
屬同意孩子進行器官捐獻，家屬也理解並同
意了。我做了幾年協調工作，像婧婧家屬這

樣答應得如此順利，真不多見。」
眼看着小婧婧的病情惡化，米智慧提前去

商場，為孩子買了粉紅色的新衣服。她動情
地說，「她走的當天，我們還用腮紅遮住了
孩子臉上的傷疤，小婧婧是個漂亮的孩
子。」
張仁容說：「我不知道做這個選擇，孩子

會不會怪我們，但是婧婧得到了這麼多人的
關心和幫助，我們家無以為報，這算是回報
社會了，我哥哥也這麼想。」
目前，小張婧的眼角膜已經分別移植給兩

位失明者，孩子的肝臟也已移植到四川成都
的一位病患體內，婧婧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
得到延續。

助五人重生
生前廣獲愛心捐助 慈父忍痛作出決定

2015年12月27日，重慶6歲的女孩張婧永遠閉上了眼睛，張

婧的姑姑張仁容流淚握着孩子的手，喃喃自語：「孩子，你不怪

我們吧？」在這前一日，張婧的父親剛剛簽署了《中國人體器官

捐獻志願登記表》，同意捐獻女兒的器官。最終，她捐獻的器官

幫助五名患者重獲新生。此外，她的遺體也被捐到醫學院用於教

學或病理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常常夢到女兒 感覺她還活着」
■■重慶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向張婧的父親重慶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向張婧的父親
（（右二右二））遞上榮譽證書遞上榮譽證書。。 記者孟冰記者孟冰 攝攝

■■全體醫護人員為小婧的離去全體醫護人員為小婧的離去
默哀默哀。。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張婧的姑姑張婧的姑姑（（左左））與張與張
婧告別婧告別。。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六歲女捐器官六歲女捐器官

川學生讚港人守秩序
兩地學生多次互訪 感觸深刻畢生難忘

「在學生面前我更樂意以家長的身份
出現，告訴他們我所了解的香港，以及
他們渴望知道的香港，在這裡我們就是
一家人。」1983年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
的韓瑾先生是位地道的四川人，如今他
已在香港定居二十多年，除擔任四川長
江職業學院和香港樹德教育投資集團董
事長外，還身負着四川之友協會（香
港）會長的職責。
2010年，韓瑾投資創辦了四川長江職
業學院。「當時學院70%的生源來自農
村，香港行公益項目最初只是想幫助他
們看看外面的世界。」韓瑾表示，2011
年4月，作為對學校成績優異表現良好的
學生的獎勵，第一批四川學生訪港團正
式成立。「當時考慮到孩子們家裡的經
濟情況，旅程完全免費，但五天的香港
行之後，這些原本性格內向甚至有些自
卑的農村孩子們變得開朗了，他們受到
了一種精神上的震撼。」韓瑾說，也正
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他決心將這件事
情認真堅持下去。

親自操刀設計裝修
2011年7月，香港的「長江之家」設
立，韓瑾親自操刀負責裝修、設計，安
裝書架、掛上留言板、張貼字畫……
「我希望讓之後過來的學生體驗原汁原
味的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
「只有青年人能夠影響青年人，沒有
交流誤會就永遠不會消除。我不願意看
到兩地有任何敵對的事情發生，因此我
認為既有這個能力就有這個責任，去讓
兩地的青年互動，讓香港的青年通過實
習了解內地，甚至是願意赴內地工作。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美好的執念。」

西南交通大學 楊逸倫：短短的5天時間，我看到了
一個與印象之中完全不同的香港，夜幕下不僅是繁
華，更是這個城市的活力和精神。香港是一個行走中
的城市，我會慢慢地體會這種忙碌的幸福。
四川商務職業學院 楊潔：這個小小的地方充滿溫馨，

這座不大的城市充滿回憶，感恩遇到的所有人，讓我感
到無比珍貴。Just do it. And you will be better.
香港浸會大學 朱庭樂：長時間且極富深度的交流

活動，是我以前參加過的其他交流團所沒有的。我發
現四川同學在學習上更加認真，生活上更加自立，更
願意出去闖蕩，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的。
香港樹仁大學 譚慧敏：踏上四川這片美麗的土地

圓了一直以來的心願，收穫到前所未有的友誼。訪老
人中心、走進災區舊址、了解水利工程……這比在課
堂上、書本中和互聯網上學到的東西更珍貴和真實。
四川，I will be back!

近 5年有 41所四川高校、99個批次，共

1,485名四川大學生赴港交流學習；同時，四

川也接待了40批、833位香港同學到四川交流

與學習。四川的學生們表示，香港步伐雖快，

但港人排隊遵守秩序的高素質值得點讚。香港

的學生在四川實習後，紛紛表示對內地有了更

深的感觸，這樣的經歷畢生難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冬、李兵 成都報道

離別留言板 濃濃兩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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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曾嘉儀（前排右一）與香港赴四川交流的同伴們在

青城山合影留念。 本報四川傳真

■四川學生訪港留影。 本報四川傳真

■四川長江職業學院內川生訪港照片牆。
本報四川傳真

在香港尖沙咀繁華地帶的一幢居民樓內，溫馨的「長
江之家」是所有來港交流的四川大學生們的臨時宿

舍。同樣，赴四川交流和實習的香港同學，都入住在位
於四川長江職業學院校園內的「香江之家」。川、港的
兩套宿舍，成為了兩地大學生的大本營。
據了解，由四川省教育廳國際教育交流服務中心與四
川之友協會（香港）合作推動，並得到香港特區政府青
年事務委員會的資助，由四川長江職業學院具體承辦的
「四川大學生香港行」活動，迄今為止已開展了近5年
時間。2015年11月，為期5日的第100個赴港考察團已
順利結束。
來自內江師範學院的徐少華同學分享了他在香港行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小事。
「我在獨行道項目前目睹這樣一幕——一個大約4歲
的小男孩兒走到隊伍前列，他只是想和前面的一個小朋
友說兩句話。身旁的媽媽嚴厲地要求他回到隊伍後部排
隊。我的內心深受觸動，人們似乎已經把排隊當成一種
能力了。」
回校後，徐少華把這個小插曲分享給了同學。
「有人認為是由於香港的法律異常嚴格，動不動就罰

款，所以不得不遵守。但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社會的
穩定與和諧，公德是基礎，法律是保障，二者相輔相
成，缺一不可。社會公德取決於公民素質，公民素質也
代表着國家文化發展水平。我們的公德不應該是在法律
逼迫下遵守，公民素質應該從小培養，做好自己，帶動
他人。」

港生留下內地情
香港學生曾嘉儀曾擔任過香港赴川實習小組的組長，
當初所實習的單位是興業銀行。「因為四川的人日常是
用四川話來溝通，很少說普通話，加上我的普通話也不
太標準，很多時候雙方遇到溝通障礙，本來性格沉穩的
我有些手足無措。」
曾嘉儀笑着說，「但是我會盡我所能聆聽客人的要
求，而共事的前輩們也會及時幫助，更有客戶會不斷鼓
勵我。感謝他們給了我如此溫暖的實習體驗，讓我學到
了不少知識，亦希望將來嘗試在銀行方面發展。」

■香港同學們在一起體驗四川火鍋。
本報四川傳真

■■韓瑾韓瑾（（左三左三））正在與學生們交流正在與學生們交流。。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