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 在北京北五环外
朝阳区北皋村的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地坛医院， 一间仅有几平
方米、 墙上贴着 “行动起来， 向
‘零’ 艾滋迈进” 的宣传标语的
房间里， 记者见到王克荣， 一个
体态微胖， 脸上有着略显羞涩微
笑的中年女性。 今年52岁的她，
像所有护士一样， 散发着一种细
致、 温和的气质。

在王克荣看来， 艾滋病就像
阴霾一样笼罩不幸的人们， 更不
幸的是， 患者还要遭受病痛之外
的分离、歧视、绝望。所幸的是，从
1997年艾滋病被公众关注至今，
有一些勇敢的先行者用他们的爱
和坚持在帮助病痛中挣扎的人
们，这其中，就有王克荣的努力。

第一次的接触：
“英雄患者帮我脱

下心理防护服”
在北京地坛医院4层住院部，

病房安静整洁， 患者若不是穿着
病号服， 看起来和家属没有什么
分别： 一名大约30岁左右的男性
患者在病房走廊打电话， 用的是
当 下 时 髦 的 iPhone6 plus 手 机
……志愿者频繁进出病房， 为患
者盛满他们刚刚熬好的菌菇丸子
汤。

“每周二 、 五 ， 我们都会来
病房送爱心汤。” 王克荣告诉记
者， 送汤不是目的， 主要是了解
病人的情况。 在这个平静、 看起
来和其他病区没什么区别的地
方， 住着50位艾滋病病人。 小叶
就是一名不幸的患者。 今年14岁
的她， 如花儿般的年龄， 本该坐
在教室里， 却因病痛缠身躺在病
床。 小叶的母亲因一次妇科手术
染上了艾滋病， 术后两年生下了
她。 如今小叶的母亲已经去世，
而她仍在抗争着……

北京地坛医院作为传染病专
科医院， 1987年就开始收治艾滋
病病人。 王克荣至今还记得自己
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病人的情形，
每次进病房， 都 “武装到牙齿”：
白大衣外面套上隔离服， 帽子、
口罩、 橡皮手套一样不少。 当时

还有护士专门找来一副平光眼镜
让她戴上， 生怕有任何闪失。

“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 ， 不
过当时真是害怕。” 王克荣说起
那时的样子， 自己先笑了。 虽然
上岗前都接受过培训， 也知道遵
守操作规程就不会有问题， 但心
理障碍就是克服不了。

“还是一位患者帮助我从心
理上脱下了防护服。” 王克荣很
是感激。

她护理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
是一位英雄， 他感染的过程充满
了悲情。 刚进病房， 就看到老李
的妻子忙前忙后照顾丈夫。 王克
荣了解到， 老李原是一位炼钢厂
的车间主任， 一次车间发生了爆
炸， 他奋不顾身冲进火场， 关闭
阀门， 结果被严重烧伤， 抢救时
因输血感染上了艾滋病。

那个年代， 很多家属都不愿
意接触照顾患者， 可是老李的妻
子却不是， 床前床后地侍候着，
没一点儿厌烦。 “我一直认为老
李的妻子也是感染者， 可她却告
诉我， 老李刚查出艾滋病没多长
时间， 可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没
事。 说明一般的接触并不会造成
感染。 他的事迹感动了我， 原来
艾滋病患者中还有这样的英雄！”
王克荣说。

30次的深入：
“医护和患者之间

也是人与人的关系”
“过两天我回村”，在王克荣

与别人的对话中， 经常听到她说
“我们村”，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
认为是她的老家，其实她说的村，
就是曾经她和她的同事在这个村
进行艾滋病项目的河南某村。

2002年起至今， 北京红丝带
之家在河南艾滋病高发村建立了
医疗点。 每次王克荣和同事一下
车， 常常被村民们围起来， 村民
们把她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 也
把她视为救命恩人。 她先后30次
到河南， 不仅承担着艾滋病相关
知识的宣传， 走访艾滋病家庭，
还要联合社会 、 国际NGO组织
的支持， 患病的村民得到救治，

信心倍增， 当年死亡人数就下降
到4人。

“记得那时， 患者表达感激
之情递过来的玉米面窝头、 野菜
饺子， 我们医护人员洗洗手就吃
了。” 这样做也消除了那里患者
村民的芥蒂。

不过， 王克荣认为， 作为医
护人员， 自己的 “改变很大， 触
动很大”。

“从医20多年来直到来到河
南艾滋病村， 我对医患之间的关
系才建立了清晰的认知。 和病房
中单纯的救助关系截然不同，这
里， 我可以看清患者的整个生病
生活的环境全貌。 ”王克荣放慢了
说话的语速，“在病房， 你看见的

是病人， 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这
里，你能看到他的生活生存状态。
被疾病所改变的人们， 顽强、无
奈、挣扎、活着。 ”她觉得没有经历
很难体会那种感觉。

需要与被需要只是医患关系
的一种模式， 病人和医生护士之间
也可以帮助与相互支持这种模式的
出现， 是让王克荣没有想到的。

村民朱进中收养了50多个艾
滋病孤儿开办 “关爱之家”， 被
人们称为艾滋孤儿之父 。 可是
2005年他因艾滋病感染了肺炎救
治太晚去世了。 他的告别仪式是
在北京地坛医院的太平间进行
的， 和他建立起深厚感情的王克
荣， 流着眼泪为他穿好衣服， 擦

拭面庞， 跟他告别。
“医护和患者之间， 也是人

与人的关系， 救助， 帮助， 甚至
朋友， 都有可能， 唯一不可能的
就是对立。” 王克荣对当下所描
绘的部分医患关系并不认同。

无数次的迈进：
“零歧视不再是个

梦”
2004年年底， 红丝带之家成

为正式的社团组织， 并成为全国
首家正式注册的红丝带之家， 志
愿者从几十人发展到了上万人。

红丝带之家是专门从事艾滋
病患者医疗知识和心理咨询辅导
的医疗机构， 现在越来越多的志
愿者加入到艾滋病患者救助工作
中。 在红丝带之家， 每天都有7
个人专门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服
务 ： 2名医院专业护士 ， 1个药
师， 2名来自教会的修女， 还有2
名同伴教员。

“值得注意的是 ， 同伴教员
原来就是艾滋病感染者， 他们在
红丝带之家的帮助下走出了艾滋
病的阴影， 所以非常热心传递关
爱， 经过正规培训后， 就可以从
事帮助医护人员送汤送药、 给艾
滋病患者提供医疗综合知识等基
础性工作”。 王克荣说道。

“这些年人们对艾滋病的认
识改变太多了。” 王克荣说， 以
前， 艾滋病病人尤其是一些重灾
区， 河南、 云南等地， 艾滋病病
人一个一个卖完财物卖完房子，
无法支持治疗， 一个一个死亡，
一点希望都没有。 现在有免费医
疗救助， “国家每年的财政支持
力度很大。”

王克荣最欣慰的变化就是艾
滋病病人家庭的接纳程度的进
步， “家庭的支持很重要， 现在
很少有家庭不管不问了。”

不过，王克荣也说，随着检测
人群一年比一年多， 艾滋病的感
染率发病率在扩大。 除了血液传
播外，其他传播途径也在增多。更
让她担忧的是， 对这个特殊群体
就医难和歧视的无法根除。 “我的
心愿是， 他们能坦然地告诉别人
自己的名字， 能够正常地接受医
疗、手术，阳光的生活。 ”

王克荣每天的工作就是 “向 ‘零’ 艾滋迈进”。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周世杰/摄

“红丝带天使” 王克荣

将阳光照进艾滋患者的天空

王克荣， 女， 1963年7月出生，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北
京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 她先后从事27种传染病的临床护
理， 积极探索艾滋病社区护理新模式， 让患者在接受治疗的
同时， 还能得到心理支持、 药物使用、 家庭护理、 社会救助、
同伴教育等多方面的帮助。 她带领 “红丝带之家” 志愿者为
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关怀和服务， 积极为病人解决个人困难。
先后获得贝利·马丁奖、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

【小档案】

【劳模特刊】06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E—mail:ldwbtxy@126.com

校对 周薇 张旭│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5年 4月 29日·星期三
LAOMOTEKAN�LAOMOTEKAN

由于病情严重， 小叶引发了脑膜炎， 视力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