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

消除歧视

从我做起

“以前对艾滋病了解不

多， 只知道这种病会传染而

且是不治之症。 现在通过社

会上各个渠道的宣传， 了解到原

来艾滋病并不是那么可怕， 传播

渠道也很窄。 我觉得现在社会应该以一

种更为开放、 积极的心态对待艾滋病患

者，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及早恢复正常生

活。 ”家在清华园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对于艾滋病患者我想我们应该以平

等、关怀的角度去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是不

幸的，我们更不应该对他们存有偏见，甚至

是歧视，不然只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市民汪

女士说道。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随着政府、媒体和

医疗部门对艾滋病防控治疗工作宣传力度

的加大，市民对艾滋病方面的知识了解越来

越多， 对艾滋病患者的看法也在逐步转变。

不少市民表示，希望艾滋病人能够甩掉心理

包袱，以一种阳光、积极的心态面对自己的

病情， 早日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中

来，而作为一名普通市民，从消除歧视这个

最基本的方面去做是义不容辞的。

前 10 个月我省新发现

艾滋病感染者 2837 人

“出轨”感染艾滋病毒者

数量上升

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

综合征”，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 这种病

毒终生传染，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

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 艾滋病病毒主要通

过

４

种途径传播：血液、不正当的性行为、

吸毒和母婴传播。 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的潜

伏期平均为 12 年至 13 年。

据我省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

31 日， 全省累计确认艾滋病感染者 51956

人，居全国第三位，其中现症病人 29175 人，

死亡 15932 人。

如果按地区分布，感染者主要集中在豫

东南地区，驻马店、周口、南阳和商丘四市均

在 5000 例以上，占全省的近七成。

按城乡分布，超过九成的感染者和现症

病人都在农村。

按人群分布， 男性比女性多 10 个百分

点，近七成感染者年龄在 30 岁到 49 岁之间。

今年前 10 个月，全省新发现报告艾滋病

感染者 2837 人，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哲表

示，我省每年新报告感染者 3000 多例，疫情

仍呈上升趋势，不过我省全人群感染率为万

分之五， 国际上高流行标准为万分之十，说

明疫情继续处于低流行态势。

根据今年 1月到 10 月新报告感染者人

数统计，经性途径感染的有 1541 人，占报告

病例的 55%， 与 2010 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

39.2%。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艾滋病婚外性传播

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 异性性传播病例中，

超过七成都是婚外性传播。

为延长艾滋病人的生存时间，提高病人

的生活质量，我省积极落实国家免费抗病毒

治疗政策。 通过治疗，全省总的艾滋病病死

率从 2004 年的 9.23%，下降到 2011 年 10 月

的 3.95%。 （综合新华社、《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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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4 个“世界艾滋病日”，

聆听艾滋病患者的心声———

请不要把我们看成另类

□

晨报见习记者 席适之 贾正威

近年来，随着

艾滋病知识的普

及，大多数人已了

解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

径，知道它不会通过身体

外部接触而传染，但害怕、恐

惧始终无法从人们的思想意

识中抹去，人们总会用异样的眼

光看待这个特殊群体。

今天是第 24 个“世界艾滋病

日”。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实

现‘零’战略目标———零新发感染、零歧视

和零死亡”，我国艾滋病日主题是“行动起

来，向‘零’艾滋迈进———全面预防、积极治疗、消除歧

视”。 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记者走近这个特殊的群

体，聆听他们的心声。

医疗部门：近年来通过性传播途径被感染的患者增多

记者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 目

前， 我市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已增至 3 位数，

市传染病医院直接治疗和管理的艾滋病患者共

计 45 人， 呈上升趋势。 大部分患者是通过血液

传播被感染的， 极个别儿童通过母婴传播被感

染， 近两年来通过性传播被感染的艾滋病患者

不断增多。

“我市除了始终遵照着国家‘四免一关怀’

措施的同时，还按照省政府出台的‘四优一补’政

策，争取让每一个艾滋病患者有饭吃、有衣穿、有

房住、有基本医疗保险，让每一个身患艾滋病的

儿童能够接受教育， 帮助艾滋病人进行心理康

复。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陈科长

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市传染病医院主要采取集中管

理治疗模式， 对市区内所有艾滋病人进行管理、

治疗、药品发放的工作，并对两县的艾滋病定点

医院提供技术支持和督导检查。 除此之外，主治

医师会对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人进行随访，

然后向国家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信息系统上

报艾滋病患者的情况。

“艾滋病患者的病房都配备了空调、电视及

洗手间，还建有便民厨房，方便患者自己做饭。 ”

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赵明志告诉记者，“医院还

成立了‘爱心家园活动室’，配备了桌椅板凳、电

视棋牌和艾滋病科普杂志，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

活， 使患者之间、 医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

洽。 ”

艾滋病患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朋友和家人的理解

11 月 30 日，记者来到了市传染病医院艾滋

病区，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两位正在接受治疗

的艾滋病患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王珊（化名），女，40 岁。 1995 年她因为患有

贫血去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004 年，她在

体检时发现自己身患艾滋病，便深深地陷入了痛

苦之中，家人和朋友对她的另眼相看更是让她感

到绝望。“那时候村里人都躲着我走，甚至连家人

都对我存有偏见，不和我说话，每天我一个人吃

饭，独自入眠，这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绝望。 那时，

我经常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每当想起别人看我

的眼神和在背后窃窃私语议论我时，就感到非常

无助和伤心。 ”

身体上的病痛和人们的歧视，仿佛两座大山

沉重地压在王珊的肩上，尤其是后者更是如同冰

雨般随时会把她最后一丝残存的希望之火浇灭。

当王珊就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时， 市传染病

医院的医生帮助了她。 医生向她和她的家人讲

解了艾滋病的基本知识， 告诉他们这种病是可

以控制的， 并且一般的接触不会传染， 在医生

的劝导下， 王珊开始接受治疗。 看到医生和护

士每天都在和王珊近距离接触， 她的家人也渐

渐地打消了顾虑， 不再对她有偏见， 每天在医

院照顾她。

经过积极地配合治疗，现在王珊的病情已基

本得到了控制， 她又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

“反正都已经得了这种病，再怎么消沉、绝望和痛

苦也于事无补，不如积极地去面对，让爱我的家

人也能开心一点儿。 ”王珊说，“希望我能够早日

出院，再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家人一起平

静地生活。同时，更希望获得大家的理解，请不要

把我看成另类。”从王珊的话语中记者体会到，一

个艾滋病患者对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的

那份强烈的渴望。

患者李玉敏（化名），女，38 岁。 2004 年，在一

次输血过程中， 李玉敏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2007 年，当她得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那一刻，几

近崩溃，“为什么是我被传染？为什么！”李玉敏回

忆道，“当时所有的亲人知道这件事后，纷纷离我

而去，有的留下一些钱财，让我好好治疗，有的甚

至再也没跟我联络过，而我的丈夫和婆婆，认为

我不守妇道、对爱不忠……丈夫终于承受不住外

界的压力，选择了和我离婚。 当时我的心情低落

到了极点，似乎人还没有离开，整个世界已抛弃

了我……”李玉敏说，当时她曾一度有自杀的念

头。

“这几年，我积极接受治疗，在医生和护士的

开导下，渐渐地消除了对艾滋病的恐惧，曾一度

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我懂得了人不能改变命运，但

可以选择微笑着面对生活。我这不是仍然坚强地

活着吗？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要活着，而且一

定要好好地活着！”对于丈夫的离开，李玉敏说她

理解丈夫的难处，“我不怪他，因为爱他，所以更

不能拖累他。”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李玉敏走出

了阴霾，现在的她十分阳光、开朗，而且保持着非

常好的工作状态。 现在，李玉敏的丈夫也时常去

看望她。

与艾滋病患者的接触中，记者听到最多的话

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得到朋友和家人的理

解。

医务人员：

要对患者

多些关心和尊重

在采访的过程中， 记者了解

到， 今年年初， 艾滋病患者刘毅

（化名）来到市传染病医院，因为

没有工作， 银行卡也在看病的过

程中丢失了， 不想让家人知道病

情的他已经困难到没钱吃饭的地

步。“当时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就动员医生和护士进行捐助，

给他筹集了生活费用， 在他最困

难的时候让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

希望。 ”主治医生张大夫说，“经过

治疗， 他的病情有明显好转，3 个

月后顺利出院。 ”

2008 年， 公安部门破获了

一起拐卖儿童案， 当时被救的一

位 3 岁的新疆儿童因为暂时没有

找到父母而被送到了福利院。 不

幸的是，在体检过程中，这位儿童

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

时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十分

关心这个孩子的病情， 徐护士长

给他做饭，帮他洗澡，晚上还陪他

睡觉， 如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照顾着他。 ”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3 周后，孩子的病情基本稳定，

他的父母也找到了， 前来把他接

走。“临走时这个孩子还拉着徐护

士长的手依依不舍地喊‘妈妈，我

不想走’。 ”

张大夫说， 很多人患上艾滋

病后， 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活的勇

气，其实，有时勇气和信心比药品

更管用。“经常和患者接触、交流，

慢慢地，患者会打开自己的心扉，

向我们吐露他们内心深藏的那份

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获得尊重的

渴望。 艾滋病患者最害怕的是家

人和朋友的对他们的歧视和冷

漠， 其实这些病人和普通人在生

活上没什么区别。 由于很多人还

是对接触艾滋病患者心存顾虑 ，

当得知他们是艾滋病患者时总会

投去异样的目光， 这给他们造成

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艾滋病患者

比正常人更需要家人的鼓励与关

心，这对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树立

战胜病魔的信心是极其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