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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控制，当时被隔离的180多名

村民相继被治愈。李桂科又开始走

村入户，把很多与家人失散多年的

康复者送回原籍与家人团聚。

“没有李医生，就没有我们目

前这么幸福、团圆的家庭。”康复

后又和家人团圆的老人杨某某，拍

了拍坐在身边的老伴的肩膀，高兴

地对记者说。

为康复者治“心病”

麻风病患者长期饱受外界的歧

视和偏见，而蜿蜒而过的黑惠江又

无情地将他们隔离在山坳里。多年

来，村民外出只能靠渡船。1990年

中秋节那天，还发生了一起翻船事

故，造成人员伤亡。

“病虽然已经治好了，但是康

复者仍然没能够真正走入社会，他们

需要一座桥跨出黑惠江。”正是那场

灾难，让李桂科痛下决心为村民修建

一座通向外界的桥梁。从此，他脱

下防护服，搬进村里和康复者同吃同

住，他一边陪伴康复者渡过难关，一

边抓紧筹集修桥的资金。

通过李桂科近5年四处奔波筹

集资金，一座横跨黑惠江的铁索桥

建起来了，与世隔绝近30年的山石

屏村群众第一次走出了隔离区。从

架起铁索桥的那天起，李桂科希望

这座桥真正成为连接外界与村庄的

桥梁。在李桂科的努力下，10多年

来，先后有300多名志愿者跨过黑惠

江，走进山石屏村，为患者提供心

理服务，帮助这里的人们重拾生活

的信心和勇气。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李桂科经

常到集市进行宣传。“麻风病可防

可治不可怕。”渐渐地，打消了群

众的害怕心理，康复者也被当地群

众所接受。

“以前，外面的人见着我们都

躲着，现在一到街上，那些老熟人

都‘老拐、老拐’地叫我，主动跟

我打招呼了。”贴在身上几十年的

麻风病“标签”突然被摘掉，王姓

老人发自内心地高兴与轻松。

2009年6月，李桂科带着山石屏

村的老人集体去大理旅游，这对于

在隔离区生活了40年的他们来说还

是第一次。当客车慢慢驶入城市，

老人们纷纷站了起来，非常惊讶地

说：“哇！好高的楼，一、二、

三……有七层高啊！”“大家与志

愿者、李医生一起聊天、说笑、吃

饭，饭桌上还相互夹菜给对方，夜

里李医生还主动要求跟我住在一间

房间。”王姓老人说。

“对于这个特殊群体来说，不

仅要治身体的病，还得要治心病。

而治心病就必须走近他们，像家人

一样关心他们。”李桂科说。

“治愚”又“治穷”

患者康复了，桥也建起来了，

但是看着整天在黑惠江边嬉戏的康

复者子女，李桂科觉得还有一件事

情等着他去做。

“村里有大大小小的20多个孩

子，其中有几个年龄跟我的孩子差

不多。每当想到我的孩子到幼儿园

上学了，而这些孩子却没有学上，

我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李桂科

意识到，如果不能把下一代的教育

解决好，这些孩子将会和他们的父

母辈一样，永远被困在大山里，山

石屏村就永远不会有未来。

然而，在那个麻风病的阴霾还

未散尽的年代，要把孩子送进学校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师、家

长根本不相信麻风病能治好，学校

都不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李桂

科说。

当时距离隔离区周边最近的小

学也有5公里，即便有学校愿意招

收这些孩子，因他们的父母行动不

便，护送也是一个大问题。无奈之

下，李桂科决定直接在村里办一所

学校。

于是，李桂科到县城找旧课

本，没有老师愿意进村，他就抽时

间辅导一位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康复

者，再让他给孩子们上课。至此，

山石屏村的孩子们终于有学上了。

“我们当时就是在这间屋子

里上学的，李医生找来的课本不

全，我们就跟着老师抄写，然后背

诵。”30多岁的宋某某是山石屏村

麻风病患者的子女，如今他成为洱

源县某镇卫生院院长。20多年前，

正是李桂科让他走出大山，圆了他

的上学梦。

李桂科不仅为山石屏村办起了

学校，还把他们送进中学，帮助家

境困难的学生申请助学金，而他也

渐渐成为学生家长会上的常客。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他就像

父亲一样，为我解决了所有的后顾

之忧。”谈起李桂科为他们所做的

一切，宋某某感激不尽。从1991年

筹备办学至今，这个康复者子弟小

学已走出9位大学生。

孩子们走出了大山，可是留

在山里的康复者还得自力更生，于

是，李桂科带着康复者在村子里养

鸡、种植经济林。如今，康复者养

殖的家禽除自给自足外，剩余的还

拿到炼铁乡集市上售卖。

“鸡蛋、土鸡等，这些都很

好卖，上星期我抱了两只土鸡到炼

铁乡集市上卖，刚到街上就被买走

了。两只鸡卖了202元钱。”老人杨

某某高兴地告诉记者。

如今，还生活在山石屏村的

康复者多数都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

人。每周星期五，李桂科都会从县

城赶到村里陪伴他们，给老人们最

深切的关怀。

“村里现在留下的都是一些

孤寡老人，我要做的就是让老人们

知道，他们在世的时候有人管，去

世也有人管。老人们都把我当成儿

子，我也把他们当作父母，为他们

尽孝送终。”李桂科说。

2019年7月27日，全国首个麻

风历史博物馆在山石屏村落成。一

直为此奔走的李桂科说：“建这个

博物馆就是为了宣传麻风病可防

可治不可怕，也是为了讲好多年

来山石屏村变迁的故事。让山石

屏村世世代代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