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调查

2010年12月1日 星期三 编辑：王世新 美编/组版：贺妍妍B10 今日烟台

今天文化广场

有防艾宣传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利

亮 王朝霞) 2010年12月
1日，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

烟台市防艾办在文化广场

举行大型防艾宣传活动。

据悉，今年的宣传主题
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强调“权益、责任、落实”。届
时，现场将通过专家咨询、

展出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志愿者签名、有奖知识
问答等宣传形式向群众宣
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另外，疾控中心将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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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
次，还将为20余名群众提供
免费检测服务。

住宿、沐浴场所

需摆放安全套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善

浩) 30日，记者从市卫生

局卫生监督所获悉，为迎接
第23个“世界艾滋病宣传
日”的到来，市卫生监督所
对辖区内住宿场所、沐浴场

所等进行了针对防治艾滋
病、性病的预防措施进行了
现场监督检查，对不符合规
定要求的单位依法给予行
政处罚。

检查中，市卫生局卫生

监督所对一些不符合要求
的单位，依据《艾滋病防治
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予以
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进的责令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的将吊销其
卫生许可证。

“零和一”，这是

一个我们很多人来

说异常神秘的群体，

也是男同性恋群体

的“自称”。他们有自

己的称呼，自己的联

系模式。他们的一切

一旦放在阳光下，很

难被世俗所接受。而

悲剧恰恰在于，他们

中很多人的性取向

都是与生俱来的，而

非后天选择的。任何

人都不足以扼杀自

己的天性，于是，他

们 选 择 灰 色 的 活

着……

近日，卫生部披

露目前艾滋病感染

率由男性性传播速

度明显上升。从历年

的报告数据中，男性

同性性传播所占比

例从2008年的5 . 9%

上升到 2 0 0 9 年的

8 . 6%，而这个数字在

艾滋病高流行型地

区更为可观。

这一数字所带

来的莫名恐慌，使烟

台数千名藏在生活

灰色地带的同性恋

者们，再一次感到生

活的压力和死亡的

威胁。

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记者探访烟台“男同”群体

他他们们，，

在在两两个个面面孔孔之之间间挣挣扎扎
本报记者 闫丽君

阳光下潜伏>>“我们都有两个面孔”
“我有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存着

父母和朋友的号码，另一个存储病友

的。有的时候，你打我电话，我可能已
经关机，那就表明我生活在另外一个

圈子里，在那里，我是父母眼里的好

孩子。”身兼男同性恋和艾滋病患者

双重身份的宇轩这样对记者说。

他表示，在他们“友爱人生”的

感染者团队里，百余位艾滋病患者

都是这样生活的，在阳光下潜伏。

但即使是潜伏，也面临着极大

的现实压力。宇轩坦诚，父母已经

在催他结婚了，但是他不敢如实告

诉他们，自己是同性恋，更不敢告

诉他们，自己还是艾滋病患者。

“我把婚姻看得很神圣，我不可
能接受形式婚姻或者因为要屈从什

么而结婚，婚姻就是两个爱人在一
起，如果没有，我宁愿就这样一直孤

单下去，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

那父母那边怎么交代？面对记者
的提问，宇轩沉默了一会，表示自己

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生身

父母。他说，男同的身份，让他无法满

足父母儿孙满堂的愿望，而感染者的

身份，又预示着他随时可能离开人

世，而无法尽孝子的职责，给父母养
老送终。

说到这，一直表示沉默的感染者
小李子撂给记者一句话：“你们永远无

法懂得我们同性恋感染者的心理。”

他说，作为同性恋，自己需要天

天瞒着周围的人，生怕哪一天被人发

现，而失去工作。而作为感染者，除了

承受身体上的病痛以外，他还得防着

圈内的人，因为一旦被圈内人知道自

己染病之后，将没人再愿意和他接

触。“到那时，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

了。”小李子忍不住抓了抓头。

有益的尝试>> 防艾小组自救也救人
“看到身边的同伴相继染病，

说实话我很害怕。”眩眩说，“为了

保护自己，也同时为了做给别人

看，同性恋者形成合力，照样可以
展示一个向上的风貌，这就是我创

办彩虹工作组的初衷吧。”

“我要让人们看到同性恋不等于

艾滋病，而任何人，只要有高危行为

的存在，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眩眩
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坚定。

烟台市的彩虹工作组，从2005年

眩眩一个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0

多人进来。大家都是志愿者，从不同

的层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一开始工作很难，没人愿意相

信我们，我们就以倾听为主，甚至现

身说法。”工作组的负责人亮亮表示，

“慢慢地大家彼此信任、产生依赖，工

作就好做多了。”

据了解，这些年，通过彩虹工

作组，主动找疾控部门接受艾滋病
检测的人数明显增加。

“然而，尽管我们不停地在做工

作，但是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烟台市的

艾滋病发现者还是在不停地增多。”亮

亮说，“发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会

有一种挫败感，也曾一度气馁过。”

“后来想通了，发现的人多了，说

明我们的工作有了成效，大家愿意检

测了。”在经过苦思冥想深入分析之

后，亮亮他们重又燃起希望。

他们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力度发

现感染者，鼓励更多的人前去体检。

征程刚开始>> 防艾道路任重而道远
“尽管我们掌握了烟台市部

分同性恋，但是真实数字要远远

大于这些，”眩眩说，“你知道，仅

凭肉眼是无法发现男同性恋的，

他们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子，很

隐蔽，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

所以，必须想办法找到他们，

从他们的心理诉求出发，了解他

们，才能深入他们。然而，“我们现

在感觉最缺的就是心理医生和法

律顾问，很多这些人的权益得不到

保障，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而烟台市疾控中心艾滋病工

作室的工作人员则指出，“如果社

会能够接受他们，让他们不再因
为自己的性取向与众不同而背负

沉重的心理负担，让他们能够平

静地出来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

那么艾滋病防治效率就会大大地

提高。”

在这些人的眼中，只有社会

平等了，没有歧视了，才有可能阻
止艾滋病在周边的蔓延。

他认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只有自重自爱、珍爱生命、远离高

危行为，才是对于自身安全和健

康的最大保护。

现实的无奈>>“我们与艾滋触手可及”
“人们一说到我们就会想到艾

滋。没办法，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与

艾滋就咫尺相隔。”见到记者，烟台

市彩虹工作组的创始人眩眩一脸

的无奈。

“其实，让同性恋人群艾滋病

感染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

保护的性行为。”市区某医院一位

防艾专家告诉记者。

他表示，由于男同性恋间的性

行为方式比较特殊，非常容易造成

直肠粘膜的充血损伤，这样艾滋病

病毒就可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
循环或淋巴系统。

眩眩说，烟台市的男男性行为

虽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就他了解为

数不少，当然还远不包括潜伏在暗

处的人群。

一项调查显示，烟台市男同性

恋感染艾滋病的比例约在5%左右，

感染率之所以这么高，还有另外一
个原因，那就是多性伴的存在。

“在近半年的男性性伴侣的数

量中，有超过80%的人拥有2-10个

男性性伴侣。”亮亮如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位自称小

乐的男同告诉记者，因为他们这些

人的身份特殊，生活的圈子又很

小，极容易被人发现。只有这样，才

不容易暴露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