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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65个“世界防治麻风

病日”暨第31届“中国麻风节”即

将到来，医院比往常要热闹许多，

有文艺节目表演，还有包饺子活

动，可是，老伙计们却没发现平素

挺爱热闹的陈其连的身影。

“他老伴儿刚做了手术，他肯

定是不放心，在病房守着呢！”几

名老人推断说。

推开陈其连的病房门，他果

然在床上坐着。他挥手示意，对面

床上老伴儿赵士美正在安睡。因

为麻风后遗症，赵士美下嘴唇难

以闭合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没法

正常喝水和吃饭，21日，医院从国

家麻控中心请来专家为其做了手

术。

1971年从老家历城区仲宫镇

来到麻风病院，转眼已经47个年

头。20岁那年，陈其连的腿上无端

长出了很多白斑，还经常发热，四

处求医终于在齐鲁医院被确诊为

“麻风病”。

“当时气氛很紧张，一名老教

授指着我的腿给十几名年轻医生

说，遇到我这样症状的，就可能是

麻风病。”那一幕至今还深深印在

陈其连的脑海里。也是从那天起，

他的人生轨迹变了。

“那时候还有个没结婚的对

象，得了这个病不能耽误人家，就

散了。”在附近的历城区西营镇麻

风村治疗两年后，陈其连回了家，

在队里当保管员。可是由于当时

治疗不彻底，1971年，陈其连的麻

风病复发了。这一次，他来到了现

在的麻风病院。

父亲早逝，母亲也在他住院

后两年去世，虽然治疗两年后他

已经脱菌成为健康人，家里也还

有兄弟，但因世俗偏见，陈其连没

有再回去，“不给兄弟们添麻烦

了……”

1972年，老家历下区姚家镇

(现姚家办事处)的赵士美因麻风

病复发来院治疗，共同的遭遇让

两人越走越近。

2006年，于德宝正式到济南

市皮肤病防治院麻风病住院部任

主任。他就像这里的“村支书”，哪

间病房的水电坏了，哪位老人的

家里有什么事要协调，这些事情

他都会处理。他发现了两位老人

的恋情，于是和医护人员共同努

力，在2009年6月30日，让两名相

恋25年的老人走入婚姻殿堂，成

了一家人。

□记者 秦聪聪

在省城西郊腊

山脚下、王府庄村

以 北 的 一 块 空 地

上，坐落着成立于1926年的济南

市皮肤病防治院麻风病住院部。

在第65个“世界防治麻风病

日”暨第31届“中国麻风节”到来

之际，22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

当天天气阴冷，周围除了几间厂

房，鲜有人烟。这是一个很容易被

人们忽略的角落，却成为很多曾

经感染过麻风的人们终老一生的

港湾。

对这里的住院“病号”而言，于德

宝是医生，更是管家和亲人。他告诉记

者，麻风杆菌会侵袭人的皮肤和神经

系统，外伤后特别容易感染、溃烂，所

以早期麻风病患者都留下了或重或轻

的残疾，例如失明、截肢、手指缺如等。

今年79岁的老于，就是属于残疾比较

严重的，他双手和双脚都已经溃烂掉

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棍棍”。

“如果不是大宝兄弟接我到医院，

我早就死了吧。”老于亲切地称呼于德

宝为“大宝兄弟”。

不到20岁，老于就被查出患有麻

风病，一开始，他在老家章丘的一处麻

风村治疗和生活。上世纪80年代章丘

这处麻风村因为患者越来越少而解

散，他被迫回了老家。后来，照顾他比

较多的哥哥去世，他就独自生活在老

宅子里。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抵挡不住

风雨日积月累的侵袭倒下了，他就搬

到了大门口的过道里。

由于新发病例越来越少，像老于

这样的病号生活又无所依靠，于德宝

经常在区县的帮助下，走村串巷寻找

散落的麻风病康复者，老于就是于德

宝找回来的。

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初见老于的情

景。“他一个人在过道里，穿着个破棉

袄，硬得跟铁一样，旁边摆着三个盆，

分别是吃饭盆、洗手盆和便盆……”

村里照顾老于，每天派人送给他

两个烧饼、一碗粥，只是，碰上雨雪天

气或者农忙，饭就不一定能及时送到

了。老于的眼睛因为麻风造成的白内

障逐渐失明了，饿极了，他想从盆里找

点剩下的东西吃，只能靠双手摸索。有

时候抓到的，便是自己的排泄物……

2008年，于德宝把老于接到了麻

风病房，那时的老于，用自己没有手掌

和手指的“双手”捧着食物吃饭，一顿

饭能吃九个馒头加一碗红烧肉……

2011年，院方出面为老于做了白

内障手术，失明十余年的老于终于看清

了救自己一名命“大宝兄弟”的摸样。

陈其连和赵士美是麻风病房里第

一对结婚的“新人”，和他们一样，老家

云南的李玉珍(化名)，也在麻风病房

找到了伴侣。

李玉珍的老家远在云南昭通，年

轻时因为丈夫家暴，在生育了3个儿子

的情况下，还是选择离了婚。在妹妹的

帮助下，她来到了山东肥城。在那里，

她相亲遇到了一个男人，虽然没有领

证，但也办了酒席，两个人生活在了一

起。

本以为好日子终于要开始了，却

在第三年查出患上了麻风病。因为麻

风反应，她极度营养不良，血脂只有正

常人的一半，2012年，丈夫将她送到了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麻风病住院部。

“于主任，和你说个事儿，李玉珍

就放你那儿吧。如果以后好了，让她在

那里找个人家吧！”于德宝至今还记

得，李玉珍丈夫在将其送来10多天后，

打来的这个电话。

就这样，李玉珍在麻风病房住了

下来。有位老先生看李玉珍人好，就挺

照顾她。一来二去，两个人也觉得很合

适，最终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领了结

婚证，结了婚。

九个馒头一碗肉

“这里就是我的家”

1 病房里成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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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在在““麻麻风风村村””

相关链接

我省还有麻风现症病人79例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丁娜

每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

期日为“世界防治麻风病

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创

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据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官网

网站消息，我省曾是全国麻

风病流行重点省份之一，经

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省

的麻风病患病率逐年下降，

到2017年底，全省累计登记

麻风病人54139例，居全国

第四位，目前存活5668例，

多数散居在农村，其中现症

病人79例。

麻风是由麻风杆菌引起

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病

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多年

以前，人们谈麻风色变，多是

源于其造成的残疾让人恐

惧。实际上，新发病人服用一

周联合化疗药物，就能杀灭

体内90%以上的麻风杆菌。

而麻风杆菌也不算一种强势

的病菌，离开人体后，在日光

下照射两个小时就可丧失活

力，而且人体对麻风杆菌都

有一定的抵抗力。只要麻风

病人早期确诊并治疗，完全可

以治愈，不留任何后遗症，济

南市麻风发病两年之内的致

残率早已低于20%。

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慢

性传染病。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由于防治手段缺乏，医疗

条件简陋，为了杜绝麻风病

的扩散蔓延，全国各地陆续

建立了麻风康复村，收治麻

风病人，用地理隔离的办法，

避免更多人被传染。我省最

多时曾有过180处这样的“麻

风村”，经过几代人努力，麻

风病患病率逐年下降，并于

1994年在全国率先达到原卫

生部“患病率控制在1/10万
以下”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

标，这样的“麻风村”也越来

越少。如今，省城济南各区县

的“麻风村”都已经解散，只

留下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的

麻风病住院部。

“以前多的时候有一百

二三十人，现在就剩我们这

些了。”76岁的陈其连现在是

这里资历最深的“病号”，他

回忆说，最初住院部是四排

平房，后来政府出资建起了

楼房。眼看着条件越来越好，

这里的人却越来越少。

于德宝告诉记者，虽然

医院是山东省现症麻风治疗

中心，但新发病例确实越来

越少，济南从2012年开始已

经没有新发的麻风病患者。

这些曾患有麻风病且已治愈

的麻风病康复者虽然不再是

病人，已经不具有传染性，但

多数没有家庭和子女，年老

残疾的他们出院后生活无所

依靠，于是他们都把医院当

成了家。

于德宝介绍说，现在医

院有60人住院，只有个别几

例是现症麻风病患者，而他

们中最大的86岁，平均年龄

也达到76岁。随着他们年龄

的增长，合并的其他疾病逐

渐成为医护人员要照顾的重

点，医院也更多地在承担起

养老职能。除此之外，就是帮

助麻风康复者进行肌残的修

复，以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

最后的“麻风村”4

于德宝说，李玉珍和其

他麻风受累者一样，在药物

联合化疗一段时间后就无菌

了，而且李玉珍治疗得比较

及时，没有留下残疾的后遗

症，前两年还在医院承担一

些保洁和陪护工作，每个月

能有六七百元的收入。

“于主任还有医院对我

可好了，还带我去看病。”李

玉珍说，因为眼睛不舒服，医

院带她去看了眼科医生，查

出来角膜血管翳的毛病，现

在保守治疗中，也就没有再

工作。

李玉珍的三个儿子逐渐

长大，也都来看过她。提到孩

子们，李玉珍脸上的笑容更

加灿烂些，在阳光下发着光。

她告诉记者，孩子们也喊她

回老家，但是她不会回去了。

“现在什么都不牵挂，这

里就是我的家。”尽管已经在

山东生活了十来年，李玉珍说

话口音还是比较重，但这句

话，记者听得特别清晰。

“回村里可能不受待见，

但在这里，谁都不嫌弃谁，大

家在一起吃、一起玩，反而很

开心。”于德宝说，“麻风病”

就像一张标签，对很多人来

说，一贴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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