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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绝望、无助……几年前，一位男男同性恋

者，因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承受着痛苦的煎熬。

“太对不起父母！我想结束生命……”昆明彩云

天空健康咨询服务中心的社工听到他的诉说后，耐

心与他谈心，与其分享艾滋病感染者从困惑中走出

来、获得新生的真人真事，并协助他联系就学地的

抗病毒治疗机构，使他能及时进行治疗，让这位年

轻人重拾信心，懂得感恩社会，积极帮助相同遭遇

的人。

这是我省社会组织参与防艾工作的一个缩影。省

卫计委防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云南，具有灵

活性、易深入社区和对目标人群直接开展干预等优势

的社会组织，已成为防治艾滋病的重要力量。

政府推动

300余家社会组织参与防艾

“2012年前，我省通过实施国际合作项目，带动

和培育了部分参与防艾的社会组织。”省卫计委防艾

局相关负责人说，2012年后，随着国际合作项目的

撤出，为解决防艾社会组织后续发展问题，我省启

动实施了防治艾滋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利用财政专项经费，以项目管理的方式向社会组织

购买服务，动员、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针对社区

药物滥用者、低档暗娼、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病人和其他人群，开展艾滋病的预防和

治疗工作，补充政府专业机构在艾滋病预防、干预、

治疗和关怀服务工作中的不足，有效遏制艾滋病的流

行和蔓延。

据悉，通过项目支持，我省培育和扶持了一大批

社会组织。目前，全省参与防艾的社会组织达 323
个，覆盖全省16个州市、82个县（区、市）。随着项

目的深入，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的领域不断拓宽，已覆

盖行为干预、技术支持和评估3类、12个领域。

“社会组织能持续在防治艾滋病中发挥作用，政

府的推动支持很关键。”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表

示，社会组织是防艾工作三脚凳中的一只脚，没有社

会组织，云南的防艾工作是欠缺的。但目前云南的许

多社会组织人员成分单一、起点低，靠一个年度、一

个项目支撑，缺乏长久之计，急需有效的政策或办法

解决。

各显神通

广泛参与防艾工作各领域

“我们社会组织的优势是能接触到最真实的情

况、掌握目标人群最迫切的需求。”昆明彩云天空健

康咨询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先生表示，目前公众对同性

恋这个群体包容度还不够，致使同性恋人群很隐蔽，

不容易干预。社会组织人员组成的特殊性，使得他们

更容易与这些高危人群结交朋友，为他们宣传艾滋病

防治知识，提供检测、陪同转介、抗病毒治疗、随访

关怀等服务，减少了高危人群的困扰。

许多得到帮助的感染者，转而成为防艾志愿者，

积极投身防艾工作，在自己的圈子中主动宣传防艾

知识，帮助高危人群特别是感染者，扩大了防艾人员

力量。

在工作中，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也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在该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检测室开展

艾滋病初筛检测。

“在省疾控中心的帮助支持下，我们经过培训和

考核获得了《云南省艾滋病检测技术资格证书》，能

独立开展艾滋病快速检测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先生

告诉记者，很多有过高危行为的服务对象，在接受宣

传动员后，主动检测，今年以来已有 2000余人次到

中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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