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血液專家告訴記者，河南血禍是慘痛的教訓，
中國也因此規範了用血及獻血制度。1998年10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實施，將「我國實
行無償獻血制度」作為法律形式加以明確。
大量檢測分析數據表明，自願無償獻血者由於不
受利益驅動，獻血的血液合格率高，質量好，有利
於受血者的健康和安全，是安全輸血的保障。近半
個世紀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紅十字會一直向
世界各國呼籲「醫療用血採用無償獻血」的原則。
當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做到臨床用血全部來自

無償獻血。
專家表示，就目前的檢測手段而言，無法對

「窗口期」病毒進行準確檢測，「窗口期」就是
感染了某種病毒，但是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產生
抗體，也就是說這一段時間是查不出這種病毒產
生的抗體的，但是又不能排除感染了這種病毒。
「而無償獻血者是帶着愛心來獻血的，而且在獻血

前的健康諮詢和體檢時都能如實地報告健康情況，他
們所獻的是質量最可靠的血液。」在專家看來，
無償獻血是保證血液安全的最有效途徑。

據河南省衛生計生委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
年 10月 31日，河南全省累計確認愛滋病感染者
63,940例；今年1至10月，新發現報告3,952例，比
去年同期增長17.44%，這是自2010年以來河南新增
愛滋病感染者數量連續第四年增加，其中，經性途徑
感染者3,806人，佔96.31%。

賣血感染降 病死率銳減
從事愛滋病志願服務多年的河南省駐馬店市新蔡人

程帥帥告訴記者，河南現已有效控制因賣血而感染愛
滋病患者的數量及死亡率。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從
2010年開始便不再單獨統計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數

據。據官方公布數據顯示，河南省總愛滋病病死率已
從2004年的9.23%下降到目前的2.90%。

輸血為治病 無辜染愛滋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血禍已經遠離河南。「我目前
接觸的很多人是通過輸血感染的，他們更可憐。」程
帥帥指出，「1997年之前對於血液的使用比較盲目，
未有檢測。而且大家普遍對輸血的潛在危害沒有足夠
認識，一生病醫生就建議輸血，結果導致很多人不明
不白就染上了病。」
在程帥帥看來，儘管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個案不少，

卻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構成潛在危機。

「「我我1717歲便開始賣血了歲便開始賣血了，，那時候農村幾乎每個人都賣那時候農村幾乎每個人都賣
血血。。不賣血的在村裡都抬不起頭不賣血的在村裡都抬不起頭，，賣血多的被認為賣血多的被認為

很能幹很能幹。」。」對於對於「「那時候那時候」」發生的一切發生的一切，，王二軒都記得一清二王二軒都記得一清二
楚楚，「，「根本什麼也不懂根本什麼也不懂，，就知道賣血能掙錢就知道賣血能掙錢，，啥都沒想過啥都沒想過。」。」

一針一針6060元元 月刺月刺2828針針
王二軒口中的王二軒口中的「「那時候那時候」」是上世紀是上世紀8080年代末年代末9090年代初年代初。。內內

地地《《三聯生活周刊三聯生活周刊》》曾將曾將「「那時候那時候」」稱為稱為「「血漿經濟血漿經濟」」時時
代代。。記者了解到記者了解到，，那時候內地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那時候內地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技
術和設備術和設備，，興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興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血液製品在全世界範圍血液製品在全世界範圍
內都屬於稀缺商品內都屬於稀缺商品，，中國直到中國直到8080年代末白蛋白的產量也不過年代末白蛋白的產量也不過
1010多噸多噸，，根本供不應求根本供不應求，，由於進口受限由於進口受限，，價格高企價格高企。。而中國而中國
是人口大國是人口大國，，像河南這樣像河南這樣99,,000000萬的人口大省萬的人口大省，，8080%%是低收入是低收入
的農民的農民，，哪怕這哪怕這77,,000000萬人有百分之一萬人有百分之一、、二願意賣血二願意賣血，，哪怕每哪怕每
年只賣一兩次年只賣一兩次，，也能創造上億的價值也能創造上億的價值。。

當然當然，，身處偏遠豫南農村的王二軒對此全然不知身處偏遠豫南農村的王二軒對此全然不知。。他只他只
知道知道，「，「賣血比打工強賣血比打工強，，不用幹重活不用幹重活，，輸完血還能買點輸完血還能買點
好吃的好吃的。」。」

「「採一針採一針200200--300300毫升毫升，，一般一般6060元一針元一針。。去市去市
裡賣血住旅社一晚上裡賣血住旅社一晚上2020元元，，血頭再拿走血頭再拿走1010元元，，再再
吃吃飯吃吃飯，，其實也只能賺很少的錢其實也只能賺很少的錢。」。」王二軒給記者王二軒給記者
算了這樣一筆算了這樣一筆「「血賬血賬」。」。為了多賺錢為了多賺錢，，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人的
做法就是多賣做法就是多賣，「，「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賣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賣2828針針。」。」

共用搖漿機共用搖漿機 妻兒均中招妻兒均中招
「「當時還有好多非法採血的當時還有好多非法採血的，，因為血頭與採因為血頭與採
血站關係好血站關係好，，身體有病的也可以採身體有病的也可以採。」。」王二王二
軒說軒說，，現在想想都還害怕現在想想都還害怕。。
「「那時候家裡太窮那時候家裡太窮，，飯都吃不起了飯都吃不起了。。
老婆生病老婆生病，，每天光倒掉的中藥渣子都能每天光倒掉的中藥渣子都能
鋪滿家裡的院子鋪滿家裡的院子，，打的糧食全賣掉還不打的糧食全賣掉還不
夠看病的錢夠看病的錢，，更別說交超生費啊更別說交超生費啊、、糧費糧費
啊等等亂七八糟的費用了啊等等亂七八糟的費用了。」。」
賣血成了他最快最直接的賺錢方賣血成了他最快最直接的賺錢方

式式。「。「採血分為單採和全採採血分為單採和全採，，全採比較安全全採比較安全6060元一元一
針針，， 但是但是33個月才能採一次個月才能採一次，，單採則每針單採則每針4545元元2020天一天一

次次。。單採是將白血球提煉出來單採是將白血球提煉出來，，再把紅血球輸回人體再把紅血球輸回人體，，很不安很不安
全全。。66個人一組把血抽出來在搖漿機不停地轉啊轉啊個人一組把血抽出來在搖漿機不停地轉啊轉啊！」！」王二王二
軒一隻手比劃着軒一隻手比劃着，，在空中劃着圈在空中劃着圈。「。「幾個人的血在一起轉啊幾個人的血在一起轉啊，，
就是這樣人才得病的就是這樣人才得病的。」。」
賣血的收入雖維持了王二軒的基本生活賣血的收入雖維持了王二軒的基本生活，，但卻給他的家庭但卻給他的家庭
帶來了無法挽救的災難帶來了無法挽救的災難。。他覺得最對不起的是妻子和兒子他覺得最對不起的是妻子和兒子。。
妻子李梅妻子李梅（（化名化名））只賣過四次血就染了病只賣過四次血就染了病，，而兒子則是因為而兒子則是因為
發燒在村裡看病打針被傳染的發燒在村裡看病打針被傳染的。「。「兒子兒子2020多了多了，，不願意在家不願意在家
呆着呆着，，老是埋怨我們老是埋怨我們，，出去打工了出去打工了。」。」王二軒歎氣道王二軒歎氣道，「，「早早
知道有這病知道有這病，，那時候一針給一萬塊也不去那時候一針給一萬塊也不去！」！」

政府給補助政府給補助 日子過得去日子過得去
但但4444歲的李梅已經認了命歲的李梅已經認了命。。她稱自己心境已經平和了她稱自己心境已經平和了。。穿穿
着紅色棉襖的她臉胖嘟嘟的着紅色棉襖的她臉胖嘟嘟的，，很愛笑很愛笑。「。「村裡人知道我得這村裡人知道我得這

個病後個病後，，都躲我躲得可遠都躲我躲得可遠，，他們都覺得我會死他們都覺得我會死，，但我但我
就爭口氣就爭口氣，，非得不死非得不死。」。」要強的李梅自要強的李梅自20012001年查出年查出
愛滋病後愛滋病後，，堅持吃藥治療堅持吃藥治療，，生活上一點都沒含糊生活上一點都沒含糊。。
「「我老頭腰椎間盤突出我老頭腰椎間盤突出，，都是我下地幹活都是我下地幹活。。飯也是飯也是
我做我做，，他不會他不會。」。」

「「雖然說溫家寶總理來過上蔡之後雖然說溫家寶總理來過上蔡之後，，知道愛滋知道愛滋
病不傳染病不傳染，，村裡人的看法也改變了村裡人的看法也改變了。。但是跟村但是跟村
裡的人還是很少來往裡的人還是很少來往，，有紅白喜事有紅白喜事，，俺們只俺們只
隨禮隨禮，，不去跟人家一起吃飯不去跟人家一起吃飯。」。」
李梅說李梅說，，現在家裡雖然還是窮現在家裡雖然還是窮，，但靠但靠
着政府的補助總算可以過得去着政府的補助總算可以過得去。「。「前前
幾年房子快塌了幾年房子快塌了，，也是政府給重也是政府給重

修的修的。。每個月政府給每個每個月政府給每個
病人補助病人補助 200200 元元，，還有低還有低
保保，，平時要吃的藥也不花平時要吃的藥也不花
錢錢。。就是有的時候有些藥不就是有的時候有些藥不
在免費範圍之列在免費範圍之列，，還是需要還是需要
自費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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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的我長在豫北一個小縣城，對於九
十年代初「賣血也瘋狂」我有着懵懂的記憶。

記憶中，滿臉褶子、吸着旱煙的「四奶
奶」會在喇叭裡喊「去抽血啦」！那時，
「抽血」真的是件「喜事」，這個嫂子靠着
抽血蓋了新房，那個叔叔靠着抽血給兒子娶
了媳婦，甚至還有愛美的嬸嬸靠着抽血墊高
了鼻樑……那時，只有種地為生的河南農
民，為着這一簡單快捷又「光明正大」的
「賺錢門路」而歡喜，「要想奔小康，快去
賣血漿」成了勵志的口號。

採訪時王二軒說，得了愛滋病才覺得害怕，
當時要是知道有這個病給一萬塊錢也不去。

得知我在採訪因為抽血而得愛滋的病人，我家
鄉那個靠着抽血蓋了新房的嫂子說，要不是因為
窮，誰會去抽自己的血？得了病的更可憐。

我想，隨着防控技術以及認識的提高，
因血獲愛滋病的愛滋村終將有一天會退出
人們的視野，「愛滋村」這個名詞也終將
有 一 天 會 成 為 「 歷 史 名
詞」。但退不出、抹不掉的
是那一時期河南農村窮的永
恆印記。

血染的愛
窮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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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河南共排查出25,000餘名
因賣血而感染愛滋者，並確認全省有
38個「愛滋村」，其中以駐馬店市最
多，而新蔡縣古呂鎮東湖村2001年人
口1,800，其中500多人感染，比例超
過三分之一。經多年高效防治，「愛
滋村」新增病例逐年減少，有些村甚
至已甩掉帽子。

因愛滋病聞名全球的駐馬店市上蔡
縣當年人心渙散，混亂不堪，整個縣
域經濟發展停滯，原本打算在此投資
建設「中原鞋都」的深圳龍崗鞋業商
會30多家鞋商因恐懼愛滋最終停建。
如今，隨着愛滋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人們對愛滋病有了正確的認識，不再
談「上蔡」色變，企業也不再因「愛
滋」而拒絕上蔡。記者了解到，在
2014年「中國農加工洽談會」上，上
蔡縣共簽約重陽文化
園、李斯文化產業園等
7 個文化旅遊項目，項
目總投資近60億元。

愛滋村甩帽
上蔡求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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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僅上過小學二年級的河南省

上蔡縣農民王二軒用了31年

的時間才真正懂得「血」

的含義。17歲時，血是輕

鬆的錢，讓他吃上好的，少

幹重活；35歲時，血是滅頂

的災，妻兒染了愛滋，貧病

加劇；如今，48歲，他想告訴

人們，血是加了緊箍咒的命，不

能胡來，要珍惜、要好好用。隨着河

南走出「血漿經濟」，血液傳播已不再是

中國愛滋病最主要的傳播途徑，然而，緊箍咒

尚在，用血安全需時刻保持警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曹宇

鄭州、駐馬店報道

■■上蔡走出愛滋陰上蔡走出愛滋陰
霾謀發展霾謀發展。。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輸血存危機輸血存危機 血憂未遠離血憂未遠離

吸取血的教訓 實行無償獻血

河南累計確認愛滋病感染者河南累計確認愛滋病感染者
（（截至截至20142014年年1010月月））：：66..3939萬萬
今年前今年前1010月新發現病例月新發現病例：：33,,952952例例

主要傳染途徑主要傳染途徑（（20142014年年11--1010月月）：）：

性接觸性接觸：：9696..313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河南省衛生計生委河南省衛生計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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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軒和李梅以補助為王二軒和李梅以補助為
生生，，藥品全是免費的藥品全是免費的。。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李梅向記者展示其兒子李梅向記者展示其兒子
的診斷證明的診斷證明。。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