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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王富晓)
今天是世界防治麻风病日，记者从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了解到，截至2012年底，济
南市现有存活麻风病人390例，从2008年到
2013年，5年间济南新增麻风病患者16例。

麻风病，这种导致人体外在器官扭
曲、变形的疾病，曾让人闻之胆寒。半个世
纪前，感染麻风的病人，曾被称之为“风吹
来的魔鬼”。如今，600多万人口的济南，还
有390名麻风病患者。在这390名病人中，合
并2级畸残的比率为55%，目前住院病人60
名，农村麻风家庭病床患者40名。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院长王晓东介
绍说，麻风病的主要流行区是在云南、贵
州、四川等地，从我省的情况来看，每年
的新发病人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我省麻
风病患者较多出现在枣庄、临沂等地。从
济南的情况来看，早在1991年就率先在
省内达到了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指标(患
病率≤1/10万)。医院党总支书记郭鲁华
告诉记者，从她2008年到医院工作至今，
5年的时间内，济南市新增麻风病患者仅
为16例，平均每年新增人数在3例左右。

“新发患者，我们都能及时了解信息，并

会对村级的卫生人员进行指导，一起对
抗麻风病魔。”

世界防治麻风病日

每年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
“世界防治麻风病日”。这是1953年由法
国人发起，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世界上
许多国家都在这一天举行各种形式的活
动，目的是调动社会各种力量来帮助麻
风病人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获得
更多的权利。

距市区十余公里的济南西郊，一条
小路的尽头，是成立于1926年的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麻风病住院部。这里，居住
着60位麻风病人，还有30多名与这些特
殊病人朝夕相伴的医护人员。

27日，著名麻风病专家、阿拉伯裔美
国人马海德生平事迹展览馆揭幕。这个
在中国投身革命，为我国麻风病防治做
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是这一领域的一
面旗帜。而在1987年的冬天，马海德来到
济南皮肤病防治院的情景，年近七旬的
麻风病患者赵兰老人记忆犹新。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家住姚家西蒋
峪的赵兰因患麻风病住进了这个院区。

“那时候大家对这个病特别害怕，见了
就会躲得远远的，更别说靠近我们了。”
赵兰回忆说，即使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也会穿着隔离衣、戴着口罩过来照顾他
们。

1987年的冬天，正值中午，赵兰、陈
五等许多老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这时候，一个高鼻梁、大眼睛的外国人来
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什么防护服都没
穿，见到我们就把手伸了出来，之后紧紧

地握住了我的手，然后又给了我们一个
大大的拥抱。”回想起这一情景，赵兰、陈
五几位老人印象都特别深刻，“那个外国
人的举动，让我们很是惊喜。”

赵兰告诉记者，这是她患病后第一
次跟别人握手。陈五老人说，这也是自己
的第一次。之后，在马海德的激励下，医
院的医护人员也与病人近距离接触，“一
直到今天，每次想起这个外国人，我就会
特别感动。他跟我们相约，第二年再来看
我们，遗憾的是，1988年他去世了！”陈五
老人长叹一口气。

“麻风病日”走近麻风病患者———

一次握手会让他们格外感动

在住院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因病
导致面部发黑的韩玲，又一次拿出了女
儿的照片，“5岁了，出生之后我就没见
过。”住院部主任于德宝告诉记者，这肯
定是她又想孩子了！

于德宝清晰地记得，这个当年因为
麻风病被丈夫抛弃的患者，第一次来到
医院时，也突然患上了精神病。“发作起
来，把病房里的东西全砸了，几乎没人敢
靠近她。”后来，在精神病医院的配合治

疗下，韩玲的精神病逐渐治愈。
韩玲是邹平人，后来出来打工，认识

了安徽芜湖的小伙，俩人相恋之后，韩玲
发现怀孕了。意外的是，韩玲也查出了患
有麻风病。“丈夫一家人态度变化很大，
很坚决地不要我了。我生完孩子之后，丈
夫就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再也没有联
系。”韩玲说。

自己的亲骨肉却无法相见，每每想
到这个，韩玲的精神都会受到极大的刺

激，这也导致了她精神病发作。得知患者
的需求后，于德宝通过各种联系方式，联
络到了她的丈夫和婆家人。考虑到患者
的心情，于德宝从她丈夫家要来了孩子
的一张照片。

“现在，只要她一想家，就会拿出5
岁女儿的照片，不停地看。有时候还会
用手抚摸几遍，我们一看，就会安慰安慰
她，让她好好康复，配合治疗。”于德宝
说。

歧视，依旧是这些麻风病人面临的
最大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济南
总共登记1800多例麻风病病人，目前患
者还有不到400例。”济南市皮肤病防治
院麻风病住院部主任于德宝告诉记者，
由于发现时已晚，加上一些综合医院缺

乏诊治经验，致使很多患者残疾，有的双
腿双脚全烂掉了，成为残疾人。

麻风病人所遭遇的除了生理上的伤
害，还有心理上的打击。歧视不仅仅体现在
对病人本身的态度上，甚至连他们自己的
家人，都会被外人戴着有色眼镜去对待。

相对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麻风病
现在相对比较容易治愈。关键在于早发
现，早治疗。只要治疗及时，不会留下任
何伤疤、残疾或后遗症。所以现在新染病
者根本无需隔离，在家吃药就行。

（文中麻风病患者均为化名）

生活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张浩)
“为什么要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
书？”27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分
享会在山师附小一年级十班的课堂里举
行。

“大自然就是一本书，书是人类的好
朋友，大家可以通过书来认识大自然的
秘密。”山师二附中少先大队的大队长胡
云舒第一个走上讲台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读书体会，她说，小时候大家对大自然
都很好奇，读书就是认识世界，可以满足
自己的好奇心……“大家都知道莫言吧？

莫言在获奖的时候就说自己是一个讲故
事的人……”山师二附中的王希玮先从
不久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出发，
给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分享了自己的读书
经验。大哥哥大姐姐畅谈了自己的读书
经验之后，低年级的孩子们开始朗读，再
由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点评，
提出读书的建议。

“这次读书经验分享活动是我们的
寒假实践活动之一，也是读书伙伴计划
的一个开端，以后我们会把这一活动持
续下去。”胡云舒告诉记者，高年级与低

年级学生共同读书的方式又称作“读书
伙伴”计划。

“现在班里的家长也都很渴望有这
样的一种读书形式，让孩子能够懂得如
何读书写作。”山师附小一年级十班的班
主任陈淑燕说，看到这些从自己班里毕
业的孩子们再次回到母校做这样的活
动，她感觉很高兴，“对孩子们是一种引
导和启发，对前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也是
一种帮助，可以通过这些榜样让他们更
懂得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会读书，读
好书。”

有这样一位乡村医生，无论是患者还是同行，都
会竖起大拇指；有这样一位乡村医生，在45年漫漫行
医路上时刻把群众利益装在心中，德技双馨、真情为
民，被群众誉为“信得过的人”；有这样一位有着41年
党龄的乡村医生，在平凡岗位上，躬身实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凭一腔赤诚，踏遍十里八乡的沟沟坎
坎，用坦荡的胸怀和暖人心坎的服务，塑造了一位乡
村共产党员质朴崇高的人生情怀。他，就是广饶县大
王镇卫生院叶琚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 韩凤祥。

韩凤祥从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娃成长为一名群
众爱戴的医生，决非偶然。1965年，韩凤祥中学毕业
后，摆在他面前有多种人生选择。但是，10岁时父亲长
年因病卧床，请先生难，求药难的童年记忆和农村缺
医少药的现状深深地触动了他。自那时起他就下定决
心：“我要当医生，而且一定要当为群众办实事的医
生。”就这样，一句年轻时的承诺化作了鞭策韩凤祥45
年如一日刻苦钻研技术、真诚服务群众的一种朴素责
任感和内驱力。多少年来，他嘴边常挂着这样一句话：

“病人看病不容易，只要上了门，就要尽我最大的努
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为病人做
点事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作为一名乡医，有一半时间要用在出诊看病上，
老韩给自己定了一个“四不”准则：无论什么时候，
不抽患者一支烟，不喝患者一杯酒，不吃患者一口
饭，不拿患者一棵葱、一把菜。许多群众被他热忱的
服务所感动，非要给他写表扬信，要求上级给予表
彰。老韩却说：“群众有病本来就很难，更不能给人
家添负担，做医生，就应该这么做。”他先后在院办、
村办卫生所工作，不论在哪里，老韩暖人心坎的服
务备受人们称道。

多年来，他风里来雨里去，顾全着大家却忘了自
己的小家。家，对韩凤祥来讲，只是宿舍和食堂。年轻
时候，五亩地庄稼和一亩地的大棚菜也都是妻子领着
孩子起早摸黑地收种。不知多少次，他下决心留在家
里，和妻子一起收玉米，可没过多久，又被喊去出诊，
韩凤祥只好对妻子歉意地一笑。退休后他想好好地陪
陪老伴，但不幸的事发生了，去年6月份他的老伴突发
心脏病离他而去，他急匆匆地从卫生室跑回家也没赶
上看老伴最后一眼。他的一生欠下妻子的不只是感情
债，也欠下了无数的承诺。 (本报记者)

近千名小选手
参加机器人嘉年华

一位普通乡村医生的崇高追求
——— 记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韩凤祥

高低年级学生共同分享读书经验
山师二附中、山师附小开展寒假“读书伙伴”活动

25年前的一次握手让他们感动至今

想家的时候就看5岁女儿的照片

麻风病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依旧是歧视

1月27日，山东省科技馆，来自济南市以及省内的
近千名机器人小选手，兴致盎然地参加“山东省青少
年机器人嘉年华”活动。

孩子们现场组装设计机器人，参加机器人障碍
赛、机器人投篮、风力快艇、创意等项目，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

这次寒假活动由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和
济南艾克瑞特机器人学校等单位主办，希望让寒假中
的孩子们玩得更有创意。

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在济南西郊的腊山附近，一个偏
远而又幽静的院子里，住着一个特殊
的群体，这里就是济南市皮肤病防治
院麻风病住院部。27日，记者走近这个
群体，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也了解到
了日夜与他们相伴的医务工作者的酸
甜苦辣。

□本报记者 王富晓

★山东好人每周之星

1987年冬天，马海德给赵世美老人
做检查，没戴任何防护工具。

(记者 王富晓 翻拍)

济南5年间新增麻风病人16例
发病率逐年下降，现有病人39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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