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行動起來，向『零』愛滋邁進」的
活動中，一場別開生面的體驗館活動吸引
群眾駐足觀看。「請來感受他們的世界，
用這小小的半方天地；請來觸摸他們的掙
扎，用這小小的體驗場景」，在這樣的用意
下，體驗館以「用愛消除歧視」為主旨，
分別用三場情景劇場景再現愛滋病感染者
在日常生活、看病就醫和求職就業方面遇
到的困難和歧視。
「你是不是做什麼不要臉的事啦？怎麼

會得這種髒病？」志願者的逼真表演再現
了愛滋病感染者在向家裡人告知病情時可
能遭到的誤解。
「愛滋病怎麼了？不就是慢性病麼？不

是可以吃藥麼？不是可以治療麼？不是和
正常人一樣從外表都看不出來嘛！」而通
過這樣的對白，「體驗館」向大眾普及愛
滋病知識，傳遞「消除歧視」信息。
負責本次「體驗館」活動組織策劃的公

益組織「雲南平行」負責人蓋子向記者表
示：「我之前在醫院做過志願者，接觸過
許多愛滋病感染者，他們的苦痛和無奈讓
我很震撼。因此，我決定以表演的方式將
他們的經歷和心路告訴大眾，希望大眾不
要對他們進行習慣性的道德判斷，不要在
他們身上貼標籤，而是以平常心去關愛每
一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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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事情就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以
平等的心態和行為去對待愛滋病患者和感染者
就是其中一種。
倫巴不幸在今年查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他

當記者時也曾採訪過愛滋病末期患者，採訪時
他總要戴㠥口罩，回家後又把手洗很多遍。如
今，他自己也成了感染者，他才意識到真正的
理解，真正的平常心多麼重要。
他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到：去年世界愛滋

病日，我要為這天做一個主題報道，出發前同

組的人都做了充分的準備，背包除了工作器材

就是各種防護、消毒器具，製片人一再地叮囑

我要注意要當心。

當天，接觸了一個末期的病人，起初對方戒

備心很重，聊了一會卻熱絡起來。四川大學畢

業的他，因為吸毒感染HIV，以致家破人亡、

妻離子散。

工作結束時，他說：小兄弟，人生不能重

來，我真羨慕你。

寫到這裡，倫巴感嘆道：不知道他現在是不

是還活㠥？

被感染後，常聽到的要以平常心來對待患者
和感染者的呼籲對他來說變得如此實際。而更
讓他擔心的是怕自己傳染給他人，甚至，他都
不願意留遠道來看他的姐姐在家裡和他一起吃
飯。
有同是感染者的網友在微博裡寫到，「多希

望不被歧視能真正實現，其實我們很不希望被
稱作弱勢群體，這樣無形拉開了大家之間的距
離。」

衛生部29日發佈數據顯示，中國已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及病人近50萬例。據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報告，
2012年1－10月，中國新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68,802例；截至2012年10月底，全國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病人492,191例；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383,285例；
經性途徑傳播所佔比例為84.9%，而去年同期為77.9%；其
中，男男同性性傳播所佔比例為21.1%，較去年同期的15%
有所上升。
目前全國已在2966個縣建立免費自願諮詢檢測網絡，建

立了愛滋病篩查實驗室14,305個、確證實驗室339個、自願
諮詢檢測（VCT）門診8,899個。全國所有縣級均已具備愛
滋病病毒抗體檢測能力。2012年1-10月，共檢測8,316萬人
次，較去年同期上升20.9%。

在今年世界愛
滋病日前，昆明
一愛滋病防治預
防志願組織：彩
雲天空工作組對
市民進行了一項
「社會公眾對愛滋
病感染者就業態
度問卷調查」。調
查結果表明，半

數受訪者不願與愛滋病感染者共事。給愛滋病患者及感染
者一個平等的環境仍是一條長遠而崎嶇的道路。以下是有
關調查結果要點：
★73.76%受訪者否認對HIV感染者存在歧視心理

★78.72%受訪者認同HIV感染者享有平等就業的權利

★66.67%受訪者對HIV感染者存在恐懼心理

★50.35%受訪者不願意接納HIV感染者作為本單位的職工

★51.77%受訪者不願意和HIV感染者在同一個辦公室辦公

★56.74%的人表示如果發現同事感染HIV會故意迴避

防治愛滋病，不僅需要相關部門、醫療系統的大力投
入，更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與推動。
在11月26日於北京舉行的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克強強調，防治
愛滋病必須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要完善對公益性組織的
稅收減免政策，對參與公益活動的大學生，在就業方面也
要予以支持。
雲南省目前制定下發了《雲南省社會組織防治愛滋病項

目實施方案（2012）》，安排專款100萬元，支持社會組織在
暗娼人群、男男性行為人群、社區注射吸毒等人群的綜合
干預，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管理、愛滋病病人臨床治
療支持和管理等方面展開工作，解決防治愛滋病工作中的
難點。

「怎麼也沒想到得病」
2012年5月3日，倫巴（化名）接
到了單位體檢的報告單：HIV

陽性。這一刻起，他成了
一名愛滋病感染者。對
於突如其來的噩耗，
倫巴並不能輕鬆接
受。他雖然知道男
同性戀者患病的機
率很高，可怎麼也
沒想到會落在自
己身上。他與男友
在大街上抱頭痛
哭，男友安慰他：

「不管結果如何，我
都會陪你一起面對，
我們不會分開。」
最終，面對自卑，他

選擇了接受；面對死亡，
他選擇了繼續努力活下

去。
不過，倫巴還是沒敢把自己

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事告訴父母，
只打了一個電話給學醫的姐姐。電

話中，他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性取
向，姐姐則勸他到大醫院再做確診。
於是，在男友的幫助下，倫巴預約了全國

愛滋病檢測最為先進的雲南省疾病控制中心。

收入超額不納受助範圍
倫巴帶㠥最後一線希望一路奔波來到昆明，
奇跡沒有發生，確診結果出來了：HIV陽
性。回到山東後，倫巴辭去了電視台的工
作。希望換一個地方，重新開始一段人

生。」然而，高額的治療費卻成為了擺在他眼前
最大的難題。
「目前國家實行的防治HIV政策是『四免一關

懷』，我和男友都不符合條件。他是事業單位科
員，月薪2000左右，我也是事業單位外聘人員，
月薪3000左右。如果自費購買抗病毒藥物，月花
費要在2000元以上，兩個人就是4000多，還不算
醫療費用等。」

為求免費藥買房取戶籍
經過諮詢和了解，倫巴了解到雲南是全國為數

不多的為愛滋病人免費提供二線藥物治療的城
市，治療相對先進和開放，於是他決定遠赴昆
明。
然而，昆明的日子並沒有倫巴之前想得那麼簡

單。
昆明市相關政策規定，只有擁有昆明市戶口的

人才能夠獲得免費的藥物治療。因此，為了獲得
昆明戶口，倫巴需要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買房。
6月，倫巴告別出生長大的山東，來到了昆

明，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現在，他每天盡量早
睡早起、規律飲食、鍛煉身體，保持規律的生
活。

隱瞞病情才獲得工作
雖然得到了免費二線的藥物治療，但其他檢查

和治療的費用依然昂貴。他不得不在昆明找一份
工作，然而，前幾次他坦白說明自己的情況後，
求職都以失敗告終，最後他不得不隱瞞病情，才
找到現在的工作。
現在，倫巴除了工作，還成了一名防治愛滋病

的志願者，他努力把一張張宣傳單發給路人，
「目前能做的還不多，在昆明朋友也不多，希望
自己的努力，能為改變社會對愛滋病患者和感染
者的歧視做點什麼。」

不忍白髮送黑髮
努力活下去

防治工作有賴社會協力

五成人
不願與病人共事

■各界人士簽名為愛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祝福打氣。

本報雲南傳真

■志願者們發放宣傳資料。 本報雲南傳真

■體驗館裡，人們通過小劇場的演出來讓真切體

驗愛滋病的防治。 本報雲南傳真

■「行動起來 向零愛滋邁進」主體活動在昆明居

民集中的社區裡舉行。 本報雲南傳真

■醫生和民間志願者，是預防和

治療愛滋病的重要力量。

本報雲南傳真

昨日是第25

個「世界愛滋病日」，一場以

「行動起來，向『零』愛滋邁進」為主

題的活動日前在雲南省昆明市永昌小區小

廣場舉行。志願者倫巴（化名）在活動上積

極派發傳單，引起記者注意。細問之下，原來

才三十歲左右的倫巴不單是志願者，還是愛滋病

病毒感染者，在檢測出HIV陽性的半年來，他經歷

了單位勸退辭職，隱瞞父母逃離家鄉，為免費藥物

由老家山東遠赴昆明買房落戶的辛酸歷程；面對昂

貴的治療費和就業歧視，他說：「我最大的心願就

是希望能比母親活得更久，我不忍心讓她看到我

離開的樣子，因此，我要拚命賺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倪婷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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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愛滋病人
近50萬

體驗病人世界 讓愛知超越愛滋

■紅絲帶代表㠥社會對愛滋病患者及

感染者的關心關愛。 本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