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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艾滋感染者泉城举牌征笑脸
曾一年连丢五份工作，希望获得平等就业权
本报记者 廖雯颖

25日13时，马治发、文刀
和山东大学医学院的11名志
愿者在济南泉城广场高举

“征人微笑”的牌子，左上角
印着鲜明的红丝带，写着

“和艾滋感染者一起工作，
你也可以的，亲！”

经过的行人投以好奇的
目光。不到两个小时，接近
200人同意留影。他们举着写
有“艾滋感染者应该享受平
等就业的权利”、“我愿意与
艾滋感染者共事”等标语，留
下了支持和祝福的笑脸。

“成功的概率大约是二
分之一。停下脚步关注的人
大部分会选择支持我们。”
一名志愿者说。

同意留影的李同林是
一名在读大学生。他告诉记
者：“我清楚艾滋病传播途
径，所以不害怕他们。如果
我的室友是感染者，我也不
会介意。”

马治发说，他们25日早
晨从济南火车站出来，寒风
扑面而来，“手指都快冻僵
了。一位老大爷看到我们的
牌子，上前询问后连声表示

‘应该支持你们找工作’，并
爽快地举起了标语牌留下笑
脸。心一下子就暖和了，这座
城市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心一下子
就暖和了”

身份曝光

没过几天即被裁
老家是河南的马治发现在的

QQ签名叫“一路漂泊”。
17岁就开始工作，在天津打拼了

5年，从事一份月薪3000多元的物流
工作，马治发本以为凭着自己的吃苦
耐劳，可以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

人生轨迹的转折于2009年7月
出现。同事到马治发家吃饭，无意中
发现他在服用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虽
然同事再三保证不会说出去，但没过
几天公司经理就找他谈话。经理表
示，因为效益不好不得不裁员。

一次性领了三个月工资，马治
发就这么仓促地离开工作了一年的

公司，两年合同无疾而终。尽管经理
一再否认是因为艾滋病，但“很明
显，就是因为这个。”

“效益不好”的公司几天后就招
了人负责他原先的工作。“当时经理
找我谈话，侧着身子离得老远，我往
前一靠，她立刻就站起来。”

马治发在一年里接连丢了五份工
作。直到现在，他仍处于失业的状态。

2008年3月，马治发查出感染艾
滋。感染艾滋后，妻子要求离婚带着小
女儿“失踪”，从前的朋友纷纷远离，频
繁的失业打击无疑雪上加霜，马治发
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之后的求职
路越发艰难，生活无以为继，窝在租来
的屋子里，马治发“连个能谈心的人也
没有”，只能上网发日志倾诉心中酸
楚，“根本看不到前方的路。”

马治发说，根据他本人的遭遇和
了解的情况，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遭
遇的是“软刀子”式的隐性歧视。“企
业不会直接说因为你得了艾滋不要
你，一般都是找个其他理由辞退。”

“一旦曝光，所有人看你的眼神
都不对了，躲着你。”马治发说，他曾
当过兼职导游的那条旅游船上的十
几个工作人员后来被上级领导要求
统统体检。

走11座城

征10000张笑脸
马治发的遭遇并非个例。因为一

次偶然机会，马治发了解到，南京一家
名为“天下公”的反歧视公益组织致力
于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歧

视，国内目前仅有的三例艾滋病感染
者就业维权案他们都提供了协助。

2011年9月，“天下公”公益组织在
网上发起了“一人一照片，微笑消除歧
视”的征集活动，得到网友热烈回应。
马治发决定接过接力棒，将这场推动
艾滋病患者平等就业的宣传活动推广
到现实人群中。文刀，一名几年来热心
艾滋病人群公益的大三学生加入了队
伍。拿着“天下公”提供的4000元启动
资金，11月6日，两人开始了走11座城
市、征集10000张笑脸的公益之行。

目前，马治发和文刀已经征集了
8500张左右的笑脸，最后的两站是天
津和北京。他们希望，征满10000张笑
脸后，将所有照片汇集，做一面微笑
墙，放到网上，并寄给卫生部，“支持艾
滋病感染者获得平等就业的权利。”

上海、南京、长沙、西
安……高举着“征人微
笑”的牌子，艾滋感染者
马治发和同伴文刀 2 0 天
走过 8座城市街头征集路
人的笑脸，呼吁促进 H IV
感染者平等就业。11月 25
日，他们来到第九站济
南。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
日前，他们将走完 11座城
市，征集 10000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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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马治发在济南泉
城广场向路人征集微笑合影。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实 习 生 陈 莉 摄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