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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记者走访特殊医生群体

防艾医生更像“地下工作者”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罗占

遇到特殊的防控任务，蔡新和他
的同事们放弃休息时间是常有的事
情，去夜间才营业的娱乐场所进行预
防艾滋病的宣传，有的娱乐场所是
他们第一次去，这让他们心里比较
忐忑。“我们知道，传播艾滋病的一
个重要途径是性接触传播，所以对
失足妇女的干预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之一。”对于艾防所工作人员来说，
他们要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让防控对

象不产生反感。
蔡新说，他们有时把干预工作

戏称为地下工作，因为打交道的对
象是失足妇女、男同性恋等非常隐
秘的人群，他们只有融入这些人的
小圈子，取得这些人的信任，才能
有效地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
传，使他们正确认识艾滋病、了解
艾滋病，从而学会科学地保护自己
和他人。

“在扫黄的高压态势下，再加上
社会上对于防艾工作的认知水平普
遍偏低，大部分休闲娱乐场所经营
者不敢承认失足妇女的存在，从而
对‘高危干预’工作非常抵触，作为
重点干预对象的暗娼也是闻之色
变。尤其是新开的娱乐场所我们去做
干预更是难上加难，被拒绝是常事，
有时甚至还会受到人身威胁。”蔡新
说。

防控艾滋病最担心对方不配合

“一次打电话给一位病人，告诉
他该来疾控中心领取药物了，没想到
电话那头的他却大骂起来。”艾滋病
防治所的工作人员介绍，提醒艾滋病
患者及时领药是他们的工作，遇到这
样的谩骂，他们不灰心，要坚持给患
者做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
行就三次。工作人员介绍，最终这位
艾滋病人被说服了，当工作人员把药
物送到这位患者的手中时，这名患者

被感动了，哭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共有专职

艾滋病防治人员 3 0 余人，截止到
2012 年 6 月底，聊城市已建立了 29
家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其中包括 9 家
疾控、3 家血站、16 家综合性医院和
1 家妇幼机构。累计检测自愿咨询检
测、术前检测、羁押人员、义务献血、
孕产妇、男性同性恋、失足妇女等人
群几十万人次，累计干预失足妇女

3000 余人次、男性同性恋人群 4000
余人次。检出 HIV 抗体阳性 67 例。

“当你向我伸出手，我拥有了整
个的春天……”这首名为《温暖》的诗
是一位 24 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写给艾
滋病防治所的副所长杜桂英的。杜桂
英说，她现在和这名艾滋病患者成了
朋友，这首诗就是这名艾滋病患者受
到疾控中心的帮助后内心发生变化
写给她的。

骂不还口和艾滋病患者交朋友

“辛苦我们都不怕，关键是怕不
被理解！”蔡新说，干预对象有时会驱
赶防控人员。蔡新介绍，有的干预对
象因为怕扎针疼痛，所以无论检验或
抽血都拒绝参加，防控工作人员便像
哄孩子一样，提醒自己再耐心些、再
细致些，尽力把任务完成。

“付出就有回报。通过这几年的

工作，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工作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蔡新说，部分高危场所业主已经从
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的慢慢配合，
再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场所主动邀请
防艾工作人员去做培训，高危场所
服务人员也自觉主动进行 HIV 免费
检测。

杜桂英在长期和艾滋病高危人
群及感染者、患者打交道的过程中，
注意到这群人的内心世界是相对封
闭的，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戒备。很多
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得到过杜桂英的
帮助，这些人都当面向对杜桂英表
示，会按照规定严格采取预防措施，
坚决不传染给他人。

干预对象被感动自愿接受检测

12 月 1 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有一个特殊的医生群体，
他们日复一日地奔走在街头小巷，为失足妇女、男同性恋等
人群做干预，把预防艾滋病的的知识传达出去。“我们有时也
把干预工作戏称为地下工作，因为打交道的对象是暗娼、男
同性恋等非常隐秘的人群。”聊城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
所长蔡新以“地下工作者”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艾防所副所长杜桂英在自愿咨询与检测室里工作。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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