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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蓝天艾滋防治中心成立于 2008年，是我省

成立最早的防艾社会组织之一，已争取到多个国际国

内机构的基金和技术支持。中心理事长周曾全说，社

会组织灵活性强，易开展各类试点乃至创新工作。

“艾滋病要终身治疗，面临的困难很多，如何

科学治疗很关键。”周曾全说。为使抗病毒治疗实

现科学、规范的评价和管理，中心申请到云南省防

治艾滋病创新项目课题，并牵头编制了《云南省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质量控制手册 （试行）》，此为全

国领先。

同时，中心把防艾工作做到边境乡村。面对很多

艾滋病致孤儿童，中心与各类爱心慈善机构合作，为

部分艾滋孤儿免费提供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

费，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目前，中心共资助了125名
艾滋孤儿，其中72人考上大学。

我省某边境县上的一位张姓男孩，父母因患艾滋

病去世，他5岁时就成了孤儿，跟随姑姑家生活。因

受当地人歧视，他非常自卑。云南蓝天艾滋防治中心

了解到情况后，中心的心理医生多次给男孩做心理疏

导，教导他如何面对生活。“男孩以前见到我们不敢

说话、只会哭，现在非常阳光。中心资助他读完大学

后，他又考取了研究生，中心将继续资助他完成研究

生学业。”周曾全说。

据悉，社区吸毒人群隐蔽性较强，尤其是近年来

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并存，吸毒人群干预更为困难，

而美沙酮维持治疗和清洁针具交换是目前较好的干预

方式之一。

为能较好地服务到社区药物滥用人群，五华区新

起点中心与五华区防艾办、疾控中心以及各社区街道

办事处密切配合，组成了一个网络，并按期组织开展

“网络会”。他们的工作不但得到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还得到目标人群的信任。

“我们开展的讲座，虽然没有专家讲得好，但目

标人群都喜欢听、愿意学。”中心的马女士说，目前

他们的服务已覆盖五华区 8个街道办事处、8个社

区，下一步，将覆盖更多社区，让更多力量聚合起

来，开展吸毒人员行为干预、心理矫正、宣传教育，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我们的手机24小时开机，以方便目标人群随时

能联系到。”新起点中心工作人员说，虽然他们领的

工作补贴较低，但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在帮助别

人的时候，自己也得到提升。

默默发力
带来一片温暖的阳光

“2007年，我老公生病住院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

毒，没隔多久就离开了人世。我随后也确诊感染。那

时，我绝望极了，几次想结束生命。”社会组织志愿

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儿子的鼓励和理解下，她才放

弃了轻生念头。

“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病，既然死不了，那就好

好活下去。”困惑中的陈女士受邀参加昆明市西山

区疾控中心的一次活动后，生活有了新改变。后来

她才知道，这个活动就是防艾社会组织举办的。后

来，她加入社会组织做起了志愿者，很多感染者都

会找她交流，她也为能帮助和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

而高兴。

“我参加了病友合唱团，经常给患者、医生们表

演节目。那时，我虽然已下岗，但又看到了自己的价

值。”陈女士说。

有了社会组织的帮助，像陈女士一样的众多感染

者解开心结，回归正常生活。

1999年，刘女士的丈夫感染艾滋病去世了，她

也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来自村民的各种歧视，使她

无法在村里待下去。她带着3岁的女儿来到昆明，云

南蓝天艾滋防治中心帮她争取到免费服药的机会。同

时，中心联系资助机构帮助她解决女儿上学问题，为

她争取到1万元贷款，让她开店做手工艺品，并介绍

导游为她打开销路。目前，刘女士已有自己的手工艺

品店铺，不仅能自力更生，还能帮助他人。

“你们的帮助像阳光一样，照进了我的世界，让

我的未来不再迷茫；你们以心换心，抚慰我们的心

灵，帮助我们获得新生……”从众多感染者写给社会

组织的感谢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社会组织在防艾工

作中的作用得到了认可。

本刊记者 鲁子花■

彩云天空的社工为咨询者做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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