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风村周围大片田野，村落稀少

23日上午9时许，记者
来到东营市麻风村，探访
生活在这里的麻风病患
者。说是麻风村，其实是个
千余平方米的院落，一路
驱车走来，周围是大片的
田野，村落稀少。周围最近
的村落是距麻风村2公里
左右位于其北边的高岗
村，南边是4公里之距的屋
子村。“东营市麻风村的前
身是麻风防治小组，1956

年位于垦利县境内，1958

年开始收治麻风病人，
1966年搬迁至此，一直延
续至今。”东营市皮肤病医
院副院长孙建峰介绍道。

麻风村原先生活着14

位村民，现在长期居住在
此的有6人，大部分都六十

多岁，最小的44岁。“病好
了，有家庭的人都回家了，
留在这的都是因病没有组
建家庭的孤寡老人。”东营
市皮肤病医院院长徐笃胜
说，“他们大部分与家里中
断了联系。”

“麻风病的危害除了
具有传染性外，主要是神
经损伤引起病人肢体畸
残，使患者减少甚至丧失
劳动力，也是使患者受到
社会歧视的主要原因。”徐
笃胜介绍，“目前为止，世
界上麻风病人的发病原因
尚不明确，全球范围内也
没有预防麻风病的疫苗，
只有治疗药物。用药后能
杀死麻风杆菌，不再具有
传染性。”

“多年在此，与家人断了联系”

在活动室，记者见到
了村里年龄最长、69岁的
张敬礼，张敬礼是滨州惠
民县人，五十年代患病，
治愈后手脚变形，由于感
觉神经坏死，手脚感觉
不到冷暖与疼痛，左眼
一直不间断地流泪也毫
无知觉，“由于他的感觉
神经已经坏死，只有麻
木感”孙建峰说。由于三
四年前患了脑血栓，张敬
礼行动迟缓。

68岁的李瑞年是东营
区史口镇人，得病有三十
余年，现在眼睛、嘴巴闭
不上，右眼已经失明，左
手是麻风病所致的典型
鸟爪手，“原先右眼一直
疼，后来慢慢就看不见
了，现在左眼也疼。”李瑞
年说道，“脚底都是溃疡，
也已经变形。”自从李瑞
年患病后，一直生活在麻
风村，“现在已经跟家里
没有联系了。”

“附近的村民都不怕我们了”

66岁的郭绍芳是麻
风村的村长，广饶县丁庄
镇人，16岁时住进了麻风
村。郭绍芳眉毛脱落，头
顶的部分头发脱落，右手
和左脚已溃烂变形。郭绍
芳在麻风村附近种了两
亩棉花地，已经种了三
年，还养了一只4岁的小
黄狗，“三个月前刚生了6

只小狗，5只让高岗村和
屋子村的村民要去了，我
们自己留了一只。”郭绍
芳高兴地说，“现在附近
的村民已经不害怕我们
了，跟我们混得很熟。”

“七八十年代的时
候，附近的村民很害怕我
们，一见我们出去就远远
地躲开，而且很多大人经
常拿我们当‘教材’教育

小孩，年幼的孩子一见到
我们就哭，稍微大点的孩
子还拿石头扔我们。”57

岁的李振生回忆道。李振
生18岁就患了麻风病。

“以前老百姓都把麻
风病过分地夸大，以讹传
讹，治愈好的患者去附近
村子里赶集，村里的人都
拿着砖头、木棍驱赶他
们。”孙建峰说，“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政府对麻风
病知识的宣传，现在很
多老百姓对麻风病有了
正确的认识，尤其是逢
年过节很多政府领导都
到麻风村跟患者们进行
交流，消除了百姓片面
的看法，现在，附近的村
民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歧视他们了。”

“政府给补贴，屋里都有电视”

在李振生的宿舍里，
摆着电视机、电冰箱，停
着一辆电动车，在桌子上
放着刚买来的鸡肉，冰箱
里存放着猪肉、馒头等食
品，“这些电器都是自己
买的，政府每月都给我们
一定的补贴，像米面油都
是政府提供，平时花销不
大，就买了这些电器。”李
振生高兴地说道，“我们
每人屋里几乎都有电视
机，好几人都有电动车。”

“老人们无儿无女，

确实缺少家庭温暖，但是
老人们不缺乏来自社会
各界的关心与照顾。一年
四季都有很多企事业单
位送来衣物、食品等慰问
品，我们皮肤防治所会有
医务人员定期地来看望
老人，给他们检查身体，
单位长期聘请了一位负
责人专门照顾老人的日
常生活，料理生活琐事，
村里都长期备着感冒药
等常见病药品。”徐笃胜
院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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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饶县大码头镇的东北部，坐落着至今已40余年的东营市麻风村。这里的患者大都是
五六十年代患病，全部患者至今已经治愈。由于发现病情时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加之当
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病症虽然已经完全痊愈，不再具有传染性，但是后遗症的特殊疤痕
成了他们这群人抹不去的印记。

东营市麻风村位于一片较为荒芜的地方，也许是
季节的原因，周围除了干枯的棉花枝干，偶尔经过的汽
车，矗立在地面的采油机，似乎没有生机，周围只有两
个村落，方圆两公里内没有人家。据相关人士透露，考
虑到麻风病有一定的传染性，较为偏远、人员稀疏的地
方成了麻风村的首选。远远看到麻风村时心里还有些
忐忑，然而老人脸上慈祥的笑容打消了我的顾虑。

第一次与麻风病人接触，心中并没有畏惧感，在与
他们聊天中，细细打量着看他们身上特有的伤痕，看到有
的老人四肢、面部没有知觉，心里很不是滋味。值得开心
的是，老人们很是健谈，他们很开朗，不避讳曾经的痛苦。

看得出，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希望外人主动跟他们
交流。老人们生活很充裕，甚至可以称得上悠然自得，
冰箱里有肉有菜，柴米油盐很充足。“每年都有很多好
心人和领导来看望我们，现在周围的人看我们时眼光
没有异样了，我们心里很暖和。”看到他们乐观的心态，
得知他们现在不再受人歧视，心中很是欢喜。

（本报见习记者 杨琼）

偶然的机会，得知了东营的麻风村，经过近两个星
期的前期准备，在东营市皮肤病研究所的帮助下，这次
采访得以成行。从皮肤病研究所的孙建峰副院长的口
中得知，我们竟是近年来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媒体，“你
们挺大胆的。”孙院长幽默地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可
怕，村里的这些病人已经是治愈的病人，并没有传染
性。”

和村里的5个老人聊天，觉得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精神
状态都比较好。欣慰的是，附近的村民已经能很平和地接
受他们，村里年轻的患者还自己买了电动车，有时候出去
买菜。69岁的郭绍芳是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特殊小村落的
村长，他在这些病人里面，症状是比较轻的，“只有右手麻
一点，头发和眉毛脱落。”老人们向记者透露，“现在政府各
方面都很好，我们吃穿都提供，所在意的正常人看我们的
眼神。”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一个眼神能让人功成名就，
也能让人一败涂地。对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说，他们
会更在乎我们看他们的眼神，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丝关
爱的眼神，而不是拒之于千里之外，这将是在他们本就
十分不幸的人生中推动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巨大动
力。 （本报记者 段学虎）

爱的眼神很重要
老人们缺少亲情

但从不缺乏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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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分分麻麻风风村村村村民民的的合合影影。。

村村长长郭郭绍绍芳芳和和他他养养的的小小黄黄狗狗。。

麻麻风风村村村村民民傅傅延延魁魁在在挂挂着着““东东营营市市麻麻风风村村””大大牌牌子子的的院院子子门门口口散散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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