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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爱心和尊重出发

防艾，他们奔走在路上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28日下午，韩光坤更改了
QQ签名：12 . 1艾滋病日，忙碌的
时光开始啦。在签名前，韩光坤
特意放上红丝带的小图，同自己
毛衣上佩戴着的红丝带标志一
样。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大学
校园里与志愿者们发放防治艾
滋病的宣传手册，大学生们举着

“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公务员，
可以当教师”的A4纸在相机前留
影，用行为表达态度。

85年出生的韩光坤第一次
参加防治艾滋病的培训时，还是
大三的学生。2006年的夏天，在
烟台进行了一周的封闭式培训
后，他才知道了什么是艾滋病。

“我们济宁有艾滋病感染者吗？”
韩光坤在想。而如今他在做防艾
宣传活动时，也常被问到这个问
题。

“我们济宁当然也有艾滋病
感染者。”2004年，济宁率先在全
省设立防艾科时，科长刘连青就
已经知道了答案。那一年，济宁
成为全国第一批为艾滋病感染
者提供免费抗病治疗、免费检测
的试点城市。在当时，普通市民
对于艾滋病的认识还仅限于这
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传染病，而一
旦得了艾滋病，不仅丢人还会丢
了性命。

但刘连青知道，艾滋病实际
上是一种很难传染的传染病，因
为对成人而言，它只有血液和性
接触这两种明确的传播途径。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只蚊子
2800次在同一感染者身上反复
叮咬后，所承载的病毒量才能传
染给健康者。”

防艾，政府和民间的联手行动

在防艾科工作了9年，让刘
连青觉得痛心的是，在一部分感
染人群中，很多人明明知道可能
会感染，却不改变自己的行为。
如何在高危人群中有效的宣传
防艾知识，韩光坤也在寻找办
法。

一直以来，男同性恋者、暗
娼、静脉吸毒者等几个群体被
认为是艾滋病易感高危人群，
不少人甚至直接把这几类人群
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不可避
免地产生歧视。“长期以来，我
们宣传教育目的在于减少歧
视，歧视不仅仅对艾滋病人是
一大伤害，对艾滋病防治也是
一大障碍，有些人因为心存顾
虑而不去做检测，不利于艾滋
病的发现、管理和治疗，从而影

响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刘连
青告诉记者。

在刘连青看来，是否属于
艾滋病易感者，不应用人群来
界 定 ，而 应 该 根 据 行 为 来 界
定。“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
行为，在有些国家，暗娼因为
会定期做检测，艾滋病感染率
反而比其他人群低，危险的性
接触才会增加艾滋病传播的
机会。”

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
时，韩光坤特意与本地的志愿者
发起举办了一场MSM座谈会
(男男性行为座谈会)，将红丝
带、防艾宣传扑克牌、安全套等
物品放在一起，让艾滋病感染高
危人群更直观地了解防治艾滋
病的方法。

防艾，重在改变行为
两个月前，一名艾滋病感染

者告诉韩光坤，自己得了急性阑
尾炎，疼得厉害，每天都要打针。
韩光坤听了有些着急，让他抓紧
去医院做手术。“他说医院不给我
做手术怎么办，其实他都没有去
医院检查，就先给自己打上标签，
想象着医院把他拒绝了，去都不
敢去了。”

韩光坤常鼓励艾滋病感染者
用正确的态度就医，而不是得了
什么病都往艾滋病上靠。“身体有
什么不舒服，都会打电话问，我是
不是发病了，是不是抵抗力一点
都没有了。”韩光坤发现，不少感
染者都有就医恐慌，不敢去看医
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艾滋病。

“事实上，积极的药物治疗是能够
有效控制艾滋病病情的。”有时
候，韩光坤也会感慨，宣传了很

多，却没起到作用。一些人对艾滋
病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检测，等到
检测时已经晚了。“今年5月，一个
病人做了很多项检查，但都没有
考虑到可能是得了艾滋病。发现
时，他的体质已经非常差了，体内
防疫细胞值已经降到了个位。原
定周二给他做检查，结果周天就
去世了。”

从2006年开始做防艾志愿
者，韩光坤接触过10多名艾滋病
感染者。他发现，感染者只要进行
有效的抗病治疗，并不影响日常
的工作生活。艾滋病感染者小迪
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小迪查出感
染艾滋病后，便积极的配合抗病
治疗，坚持不间断的吃药。小迪加
入了一个感染者组织，用自己的
经验告诉别人防治的方法。去年
腊月，小迪告诉韩光坤自己要结

婚了，新娘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
者，他们互相鼓励抗击病症，也一
起为共同的生活努力打拼。

“艾滋病感染者需要理解，
需要没有歧视的关怀环境，他们
也同样需要防治艾滋病的信息。
我们把知识告诉他们，也告诉大
众，艾滋病是可防可控的，艾滋病
感染者可以当公务员，也可以当
老师。”韩光坤说，只有大家都能
形成这种意识，“零”艾滋才会变
成现实。

采访中，小勇和小文说，《从
头再来》是他们现在最喜欢的一
首歌，因为歌词就是他们的心声，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
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
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
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
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

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俄国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然而自

1981年首例艾滋病病人确诊至

今，31年过去了，艾滋病感染者

对公开身份的恐惧和社会公众

对艾滋病的恐惧叠加，一堵无形

的歧视之墙仍然存在。艾滋病感

染者面对就业、就医和生活，仍

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

作为坚持了6年防艾宣传志

愿者，韩光坤去做防艾宣传时，

总是遇到人问，我们这里有吗？

“很多人都认为艾滋病离我们很

远。”韩光坤对这种看法并不觉

得奇怪，他第一次参加防治艾滋

病的培训时，也是这么想。

但济宁市疾控中心艾滋病

科科长刘连青知道，防治艾滋病

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而用正确

的态度看待艾滋病预防，用有效

的途径去防控艾滋病，艾滋病会

离我们越来越远。

刘连青非常关注与艾滋病感染者
有关的新闻，天津男子小峰遇到的就医
难题也让他对本地的就医环境有所思
考。“我们还没有收到艾滋病病人去医
院就医被拒绝的事情，反而是很多人，
不愿意去医院看病，怕被人知道，又怕
治不好。”刘连青说，济宁全市已经有39

家艾滋病筛查实验室，但很多人仍然没
有检测的意识，“等到发病时，有的已经
晚了，非常可惜。”

“这几年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很
多，以前要去某个地方做防艾知识
宣传，都会比较忌讳。现在开展艾滋
病日的宣传活动，都会有地方抢着
要做。”刘连青认为，艾滋病感染者
要解除的是个人心理的压力，“如果
自己就抱着这种担心受歧视，害怕
被知道的心态，就很难融入到正常
的生活中。不管是感染者还是非感
染者，我们都有责任为‘向零艾滋迈
进’的目标努力，让艾滋病这种可防
可控的传染病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
都能够可防可控。”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是发现艾滋
病感染者的有效手段，记者从济宁市疾
控中心了解到，目前济宁市设有39个艾
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为市民提供一
对一的免费咨询和检测服务，包括心理
疏导、防治艾滋病的知识、艾滋病抗体
筛查等，帮助他们摆脱心理的困扰和对
艾滋病的恐惧。

“39个艾滋病咨询检测门诊覆盖
到全市各个县市区，每个地区至少
有三家咨询检测点，包括县 (市 )区的
疾 控 中 心 、中 心 医 院 和 妇 幼 保 健
院。”刘连青告诉记者，这些检测点
平均每年至少为1000人提供免费咨询
和检测服务，检测遵循自愿和保密的原
则，从咨询、检测、出结果到通知本人，
严格保护咨询者的个人信息，市民不必
担心会泄露自己的个人隐私。此外，济
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开通了咨询
热线，24小时为市民提供艾滋病防治知
识咨询，答疑解惑。

39个检测门诊
免费咨询检测

大学生宣
传艾滋病知
识。

艾滋病宣传
走进工地。

爱，能让他们丢掉恐惧

爱，能让我们远离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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