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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路印娟 梁勇

慢性病防治“慢不得”

“我咳了十多年了，一直舍不得花钱看医
生。”近日，在阳谷县高庙王乡，65岁的孟长林
告诉记者。

年近古稀的孟长林常年在家务农，妻子瘫
痪在床。鉴于家庭的贫困，他一直没到城里大
医院检查，实在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到村卫生
室买点止咳药临时应付。久而久之，病情一天
比一天加重。经医务人员初步诊断，孟长林患
有慢性支气管肺炎伴阻塞性肺气肿，需要进一
步检查确诊。

“虽然不能完全控制慢性病的发生，但我
们会尽力而为延长慢性病患者的寿命。”聊城
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所长刘永清告诉记
者，死亡原因检测、健康危害因素评测、恶性肿
瘤记录是当前的首要工作，慢病防治虽说是个
软工程，短期内并不容易看出明显的效果，但
这项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停。

据刘永清介绍，慢性病患病人数多，病程
长，治疗负担成本相对较高，服务需求也比较
大。在整个医疗负担中，慢性病占了近70%，是
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当前，在聊城，
主要的慢性病种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恶性肿瘤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3种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吸烟、有害饮酒、不锻炼）导致4
种疾病，进而引起50%的人过早死亡。

刘永清坦言，心脑血管疾病是当前发病
率、致残率、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平均每12秒就
有一人因中风、心梗而倒下。全国范围内，死于
心脑血管疾病的占全部死亡原因的40%左右。

鉴于此，每年高血压日，聊城市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都分赴聊城市人民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
免费量血压活动，并宣传健康知识。

近来，聊城市疾控中心首次公布聊城人均
期望寿命为76 . 5岁，填补了聊城空白，全市慢病
防治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拧紧突发事件应急阀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让聊城民众
猝不及防。后SARS时代，禽流感、三鹿奶粉和
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接踵而
至。近10年来，聊城市疾控中心从疲于应付到
从容应对，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
战到多方联动，覆盖全市的疾病防控、传染病
救治体系雏形初现，在有效遏制疫情传播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全市百姓的健康权益。

据聊城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副所长
周璞回忆，2009年对于中心而言是非同寻常
的一年。自3月下旬开始，全市手足口病疫情

迅速蔓延，每天的发病数都在创新高。那一年，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走村串户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深入医院病房调查中重症病例；中心工作
人员早晨5点多钟写手足口病报告，8点之前送
市卫生部门；不仅如此，所有应急队员即使下
班回到家，也必须保持手机畅通，随时待命。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5月12
日，济南确诊了一起甲型H1N1流感病例。13日，
聊城市疾控中心接到一位加拿大留学生范某
打来的电话。范某表示，他5月7日乘坐AC029航
班从加拿大返回途中，就是与济南确诊病例乘
坐同一航班。聊城市疾控中心应急小分队在社
区医务人员的带领下，第一时间来到范某家。
消毒队员按程序进行严格消毒，与此同时，流
行病调查队员详细地询问并记录着范某几天
来的行踪和所有接触过的亲朋好友的名字及
住址，细心做好梳理隔离工作。

“5月中旬的聊城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但
是应急队员们必须全副武装，防护服、N95口
罩、防护眼镜、双层手套、长筒胶靴，几个

小时下来，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脱下装备
的时候，内层手套都能倒出水来。”周璞说。

经历了大型战役的洗礼，聊城市疾控中心
人员收获了信心和经验。几年来，该中心加强
了卫生应急组织建设，及时制订补充各种应急
预案和方案，提高疫情监测敏感度以便将突发
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中心加大了应急
物资储备和个人防护装备的配置，打造了一支

“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应急队伍。
2014年，聊城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专业

被省卫计委确定为山东省公共卫生领域的重
点学科，该中心成为全省拥有省级重点学科的
七家疾控机构之一，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达到全
省领先水平。

情系红丝带，温暖艾滋病人

“曾经以为自己就这样死去了，一个人孤
零零地躺在床上，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没有
一句问候，更没有一滴眼泪。因为根本不敢跟
任何人说：我是艾滋病患者。”这是一名年轻的
艾滋病患者曾经在日记中写下的。在聊城市艾
滋病防治首席专家蔡新的记忆中，这样的案例
毕竟太多了，以至于他记不得那人是谁。

从1994年接受有关艾滋病疫情的首次培
训，如今的蔡新已与艾滋病打了21年的交道。
为在全市范围内掀起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高潮，
打造聊城疾控防治的品牌效应，2013年，聊城
市疾控中心推出大型、综合性艾滋病宣传栏目

《“老蔡”在行动》——— 一个涵盖健康宣传、高危
干预、咨询检测、抗病毒治疗、国家“四免一关
怀”政策等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宣传品牌。

聊城市疾控中心主任赵金星介绍，这一品
牌旨在通过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
防治所所长蔡新和他所带领团队的独特视角，
以连线县市区、咨询手记、艾滋病病人背后的
故事等专题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全市
艾滋病防治现状，广泛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和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全面营造全社会都来关
心、关注、参与防治艾滋病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艾滋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作
为与艾滋病打交道的一线工作人员，蔡新密切
关注着男男同性恋、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现
在艾滋病感染途径中，性传播还是最主要的，
近几年，男男同性恋之间的艾滋病发病率居高
不下。”蔡新说。

（本报实习生 石方卉 虞蒙 黄学超
杨碧晴 李叶 张孟芪 吕宜岭 王法 张
鹏 陈阳 王艺静 孔繁辉 郭剑 李东昕
也参与了稿件采写）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随着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聊城市艾滋病防治
首席专家蔡新欣喜地发现，人们不再谈“艾”色变。他从
一个个令人惋惜的事件中总结出一句发人深思的话：
生命最可贵，自尊最关键。

几年前，32岁的聊城籍在外务工人员张某，由于身
体长期不适，便四处寻医问药。长久的住院治疗后，仍
没有明显好转。无奈之下，医生建议张某去做HIV检
测。据蔡新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张某时，他正发着高烧，
41 . 5度，虽然能走路，但显得有气无力，摇摇晃晃。

“第一次检测结果显示，张某的HIV呈现阳性。为
了进一步确认，我们又连续测试了几次，结果均是阳
性。后来，经省疾控中心检测，最终确认张某的HIV为
阳性。”蔡新说。在与张某的多次交谈中，蔡新了解到，
他从事装修工作，常年在外打工，之所以携带艾滋病
毒，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这一途径被感染。

从第一次见到张某，到他最后死亡，蔡新清清楚楚
地记得，仅有半年时间。半年里，蔡新一共去过张某的
家三次。第一次去时，张某有说有笑，状态还不错；第二
次去时，张某的状态很不好，连起床都费劲；等到第三
次再去时，张某的生活都无法自理，完全靠着年迈的老
母亲伺候。由于病毒将免疫系统完全破坏，张某脸上的
伤口出现溃烂的迹象。

就在那时，由于首诊医生没有做好保密工作，张某
的信息被公开，而同院的护士李某正好与张某同村。就
这样，张某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不胫而走，最终传到了
老家。从此，张某一家人便遭人唾弃。

“张某家门前有条大路，那时候，村民们为了躲避
张某一家人，都绕道而行。”蔡新说，张某感到了孤独，
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不再被任何人接受。就在生
命垂危之际，张某爬出了家门，不久后便去世。

“我们曾经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一名27岁的
年轻准妈妈。刚刚查出携带HIV病毒时，他的丈夫许诺
将对他不离不弃。可半年后，当我们再去她家时，他们
早已经离婚了。好在他们年幼的孩子并没有感染艾滋
病毒。”蔡新回忆。

还有一名28岁的男性同性恋患者，为了免遭他人
歧视，他利用假信息作检测，查询未果，他便消失了。两
年后，他再次找到聊城市疾控中心，那时候，他的症状
已经很明显，甚至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那么年
轻的生命，假如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治疗，将不会那么早
就逝去。”蔡新略带惋惜地说。

前不久，聊城市艾滋病防治协会正式成立，蔡新凭
借21年的防艾经验当选该协会秘书长。如今，每每谈及
HIV，蔡新都会告诉身边的朋友们：“对于艾滋病患者
而言，最大的压力来源于社会的歧视。然而，真正的艾
滋病人，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最危险的当属正处于潜
伏期的感染者。因为漫长的潜伏期里，他们会接触到很
多人。”

拥有省级重点学科，疾控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聊城疾控中心：守护百姓的健康生活
◆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干啥

的？“让老百姓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治

未病，通俗地说我们就干这些事。”该中心

主任赵金星说。

聊城市疾控中心的品牌很靓丽：全国

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单位，聊

城市首届十佳文明服务品牌，首次在细胞

实验室分离出活病毒。

近日，记者走进聊城市疾控中心，探寻

这里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记者手记

最大的压力

来自社会的歧视

▲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聊城疾控中心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
动，覆盖全市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雏形初现，在有效遏制疫情传播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维护了全市百姓的健康权益。图为医护人员奔赴疫情现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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