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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同在疾控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测，面对记者他吐露心声

迫迫于于压压力力与与““圈圈内内””女女同同结结婚婚
“零”艾滋宣传

感受社会温暖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宋佳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 1日，

在文化中心广场，14家医疗卫生
机构、各大高校、医疗保健有限公
司等百余名志愿者参加了防艾活
动，现场热闹非凡。据了解，共发
放环保购物袋3000余个、安全套
6000余个，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
次，现场为30余名群众提供了检
测服务。

1日，一改往日寒风刺骨的天
气，阳光和煦。烟台市防治艾滋病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第26个“世
界艾滋病日”现场宣传活动在文化
中心广场举行。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共抗
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

现场设置了流动检测车，提供
咨询检测服务。“活动期间，先后为
30余名群众提供了检测服务。”烟
台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艾滋病防
制科主任医师杨珊说。

现场还安排有奖知识问答活
动，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大学生志
愿者自编自演了以防艾为主题的
情景剧和歌舞，吸引了众多市民，
整个现场气氛活跃，将全年的艾滋
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据初步统计，活动中共向市民
免费发放印有咨询电话和宣传知
识的环保购物袋3000余个、安全套
6000余个，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
次，现场为30余名群众提供了检测
服务。

形式上的婚姻

连牵手都尴尬

11月29日，衣着体面帅气的
男士戴爱准备检测艾滋病。他坦
然介绍，“我是一名男同，是艾滋
病的高危人群，虽然有自己的爱
人，但也会注意检测。”

男同同样面对“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的困扰，母亲看着年龄一
年年增加的戴爱万分焦急，为他
安排了不下20次相亲，但戴爱全
部否决，他嘴上说“期待邂逅的爱
情”，痛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无奈，不想年迈父母操心，
在今年年初，35岁的戴爱在“圈
子”里找了一位“女同”结婚，终
于了却父母一桩心事。当然，戴
爱明白他也许今生都不能满足
父母的另一个愿望——— 抱孙子。

两人保持了形式上的婚
姻，就连假装牵手都感觉尴

尬，最终索性连手也不牵了。
即便是到丈母娘家中，两人也
从未假装很亲昵。

看到戴爱为保全与自己的
关系，邢福(化名)很感动，由衷佩
服戴爱的勇气。邢福与戴爱情投
意合，相处一年多，但迫于压力，
邢福想娶个媳妇过正常日子。

6年的痛苦折磨

明白是同性恋

说起是如何断定自己是同
性恋的事时，戴爱深深叹了口
气。高中情窦初开时，就喜欢和
男生混在一起，和兄弟们勾肩搭
背感觉很幸福。“周围男生都说
喜欢班里哪个女生，而我对女生
没太多感觉。”

本想到大学好好谈场恋爱

的戴爱，面对诸多女生的追求，
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男
生。直到大四，他还不肯承认自
己是同性恋。有时候坐在路边，
感觉很孤单、无助，甚至有绝望
的感觉。他查阅了仅有的几本有
关同性恋的书，他明白，这“病”是
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无法通过医
疗手段改变。从18岁到24岁，戴爱
用了6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
自己是一个同性恋。大学期间，
他突然就冒出“自杀”的想法，因
为没有人和他分担他的苦恼。

同性恋群体

要注意艾滋检测

戴爱也知道，像是他们的群
体里，多数人没有固定的伴侣，
所以很容易感染艾滋病。“越是

双方条件好的，越是容易固定下
来。”戴爱说，他非常羡慕周边一
对固定生活5年的朋友。

“一定的经济基础意味着
可以过着不被人打扰的生活，
有自己的空间。”戴爱说，他和
爱人与其他情侣一样，有人擦
地，有人做饭，晚上依偎一起
看电视剧，说说知心话，他们
对其他人来说是无害的。“希
望能像空气一样活得自在，存
在又容易被忽略。”

对此，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艾滋病防制科主任医师杨
珊认为，就她工作中与同性恋群
体接触10多年来看，同性恋群体
除了性取向以外和多数人没有
区别，但为了保护自身、保护爱
人，同性恋群体要注意检测，保
护好自己。

本报记者 宋佳

今年35岁的戴爱(化名)
用了6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
定自己是一名男同性恋，曾
经想过自杀，最终他明白这
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为兼顾父母感受、掩人
耳目，年纪不小的他与一位
女同结婚。他说，他也有自
己的挚爱，挚爱却迫于传统
观念在考虑是否要组建正
常的家庭。

专家表示，同性恋群体
为了保护自身，保护爱人，
要注意艾滋检测。

1日，
文化中心
广场两位
志愿者告
诉市民，同
性恋不等
于艾滋病。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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