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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白粉’

就是毒品，但不知道毒品具体有什么

危害，以为跟抽烟一样。”石献奇说，当

时家里有吸毒的孩子，村干部向家长

提醒，家长多数时候会不高兴，认为毁

坏了孩子的名声，所以一致对外称“孩

子没有吸毒，就是在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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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柳昌林、李金红、王海洲

走进老丹村，斑驳脱落的围墙上，“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等有关禁毒的宣传标语若隐若
现。在一处老宅子墙体背后，“某某吸毒死了”几
个涂鸦大字依然能看得清。

这一切，似乎都暗示这里曾经受到的“毒害”
之深。

丹村，位于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尖
峰岭下，是一个有着 500 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清代
中期，丹村出过 4 名贡生；革命战争年代，丹村有
28 位烈士为革命捐躯。

然而，这样一个颇具文化和红色基因的村
庄，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沉沦：毒品蔓延、
抢劫盗窃等治安问题多发，外地司机一度不敢
进村，连外地姑娘也不愿嫁进来。丹村一度成为
海南西部边陲有名的“吸毒村”“问题村”。用老丹
村人的话说，“以前外出说自己是丹村人，都会没
面子”。

如今，走进“新”丹村，一块写有“文化兴村”
“红色传承”的石碑矗立在村口，一排排独栋小楼
映入眼帘，村路纵横交错，村民三五成群在酸梅
树下纳凉，袅袅炊烟勾勒出新农村新画卷的勃勃
生机。

村两委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写满了村里大
家族的族谱、家训，办公桌上还堆放了由村两
委编撰的《丹村志》和民间文化刊物《龙沐
湾》，19 本村民的个人作品集依次排放。连任
5 届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上强笑着
说，丹村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了，现在愿意嫁到
丹村的外地姑娘越来越多，丹村人的面子又回
来了。

被拉下水的村民

“通过负面教训让村民反思，懂得村衰的原
因，以免重蹈覆辙，从而少走弯路，让丹村长盛不
衰，造福子孙后代。”

《丹村志》开篇的这段话，直面了丹村一段不堪
回首的往事。大约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一些外出
务工人员将毒品带回村里，丹村的噩梦就此开始。

当了 30 多年村干部的石献奇回忆，那时村里
人大部分都在家务农，种水稻、种瓜菜的都有，但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即使农作物有收成也难以
运出去，大家挣不到什么钱。

村里劳动力大量闲置，部分村民为谋生计，开

始远走他乡到外地打工。由于缺少约束，外出务工
者中的一些人染上毒瘾，并传给同村青少年。

大多数吸毒者都有相似的经历：最初接触毒
品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无底
深渊。

今年 34 岁的阿光(化名)，皮肤黝黑，眼珠深
凹，鬓角已有几缕斑白，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苍老
许多。阿光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有一天，他和
几个带着“白粉”的年轻人去了村东头一间废弃
的小房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阿光的噩梦从此
开始。

持续吸了四五个月后，阿光感觉自己彻底离
不开毒品。当年 10 月，正和朋友一起吸毒的阿光
被警察抓住，并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白粉’就是毒品，
但不知道毒品具体有什么危害，以为跟抽烟一
样。”石献奇说，当时家里有吸毒的孩子，村干部
向家长提醒，家长多数时候会不高兴，认为毁坏
了孩子的名声，所以一致对外称“孩子没有吸毒，
就是在吸烟”。

“失控”的村庄

大约 1993 年至 2002 年，丹村“失控”了。
彼时，乐东县中学的化学老师石璜从县城坐

班车到佛罗镇后再换乘三轮车时，往往会遭三轮
车司机拒载。

原因是丹村村口聚集了一帮社会闲散青年，
除丹村人外，这帮青年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陌生人。

那时，在贫困的丹村，青少年因念不起书，辍
学在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村子里
几乎没有文化娱乐生活，连电视机都很少。漫长而
无聊的日子里，部分青年很快就跟“吸粉”的人混
到了一起。

现年 72 岁的石璜回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因为缺钱买毒品，吸毒的人偷家里东西卖钱，没
有东西可卖了，就出去偷、去抢，村里的偷盗情况
越来越多。

“为防止被偷，一些人家晚上甚至要和猪牛

羊家畜一起睡。抽水用的水泵丢失，也是常
态。”石璜摇摇头说，作为人民教师的他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当时他曾找一名村干部反映情
况，谁料这名村干部的两个儿子也在吸毒。

这名村干部回忆起往事眼含泪花，“作为
一名母亲，你能想象到拿着藤条抽打儿子
后，一家人抱头痛哭的场景么？我恨贩毒的
人！”她咬着牙说，继大儿子吸毒后，有一年
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她发现小儿子居然也
在自己的房间吸毒，她整个人崩溃了，想死
的心都有。

如今，她的大儿子戒毒成功，小儿子依旧被
关在戒毒所。

据不完全统计，1993 年至 2002 年，是丹
村吸毒情况最严重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全
村吸毒人员明显增多，到 2002 年，全村 5000
人中吸毒的就有 70 多人。

时任佛罗镇派出所的肖姓干警回忆，那时
候，每到过年都是村里最乱的时候。他不得不
联络村里所有的村民小组组长，安排专人值夜
班，围着村子巡逻，专门抓小偷。

“有时候，半夜村里会打开广播，把村民喊
起来查看耕牛是否被偷。很多村民被毒品害得
惨不忍睹，整个村子像失控了一样。”回想起那
段岁月，他感慨不已。

村支书发起的自我“救赎”

随着村里吸毒的青年越来越多，丹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问题村”。

一些村民纷纷向村委会反映，要求遏制吸
毒现象。一些家庭开始主动将吸毒的家人送去
戒毒所强制戒毒。

“眼看着家乡沦为乐东县毒品形势最严峻
的村庄，辍学青年越来越多，这样的村子是没
有未来的。为挽回名誉，必须做点什么。”彼
时，在海口做生意的丹村人谢上强有了返乡
的愿望。

2004 年，在村民的期待中，谢上强当选为
丹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这位身高 1 米 8 的大

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治毒”。
“一夜抓了 18 个吸毒仔，”谢上强说。他和

村两委班子成员先张贴宣传标语，制造声势，
然后挨家挨户对涉毒青年造册登记，再联系
当地派出所采取强制戒毒举措。

谢上强将“治毒”称之为“雷霆行动”。尽管
遭到一些“吸毒仔”的威胁，妻子甚至还接到过
恐吓短信，但他和村两委班子仍坚持了 3 年
多，并形成了一套奖惩举报机制。

阿光回忆，那次村里动真格了，曾一起吸毒
的小伙伴开始四处逃散，自己也被“三进宫”强
制送进了戒毒所。

谢上强意识到，救赎才刚刚开始，“除根”还
需依靠教育和文化，要从娃娃抓起。经丹村两委
班子商讨，他们提出了“教育兴村”“文化兴村”
的目标。

2010 年，谢上强带领班子成员主动出
击，四处寻找从村里走出的乡贤和外出务工
的成功人士。谢上强四处打听，辗转多次找到
今年 73 岁的画家王炬光，希望他回到丹村做
点事儿。画家被谢上强和村两委班子的真诚
打动了。

同样，谢上强还登门拜访了在乐东县城声
望极高的退休教师石璜和海口某高校的退休教
授王建光。谢上强开始说服在外务工的丹村人，
随后，从丹村走出的某企业老总石隆英慷慨解
囊，“平时少抽一包烟，节省开支，为家乡的助学
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这些从丹村走出的文化人和生意人被这位村
支书感动，村里的一些老党员也开始四处游说，大
家有钱出钱，有力助力。2010年底，丹村成立了教
育基金会，成立当天便募集到了 50万元。

基金会奖励考取海南中学的初中生以及考
取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按不同金额分别予以
奖励。此外，基金会还向丹村小学优秀教师和在
校优秀学生颁发“奖教金”，由王炬光、王建光、石
璜为获奖师生授奖。

作为从村里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今年
71 岁的王建光在村两委的支持下，联同从丹
村走出的文化能人开始编纂《丹村志》，并耗

时 3 年编纂了族谱、家训，启发村民自我管理。
经过多番商讨，丹村制定了包括检举揭发贩毒

者和偷盗抢劫在内的 18条“村规民约”。

丹村重生

逐渐，村里男女老少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开始从“谁家孩子进去了”变成“谁家孩子读书又
获奖了，谁家孩子又考上大学了”。

“从被毒品侵染到现在重拾读书氛围，丹村的
变化值得思考。”时任海南旅游公司三亚分公司总
经理郭义忠一直关注家乡的变化，这位青年诗人
在谢上强的力劝下，也回到了家乡。

2012 年 7 月，郭义忠自筹了 3 万元出版了
第一期丹村民间文化刊物《龙沐湾》，旨在立足丹
村，搭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这位长期活跃在天
涯论坛乐东板块的青年没有想到，第一期印发后
得到了全村乃至佛罗镇老百姓的支持。“一个外地
的老板主动打电话，问我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
他，当时很感动。”

《龙沐湾》还激活了丹村乃至整个佛罗镇和
乐东县城老百姓的创作热情，投稿源源不断。截
至目前，《龙沐湾》已出版 10 期。村两委还鼓励
村里的文化人出版个人作品集，目前已有包括
民间诗歌、小说、画册、书法在内的 19 本个人作
品集。

文化的力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们。
55 岁的村民陈泰武将 5 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
学生，成了丹村人的一段佳话。曾吸毒“三进宫”
的阿光如今已是一名水果批发商，也是两名孩
子的父亲，“现在一心想着赚钱养家，将孩子供
到大学”。

曾受过奖励的大学生谢祖梁去年发起成立
了“丹村暖乡大学生志愿队”。村两委将办公室
腾出来，18 名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寒假免费帮扶
村民子女补习功课，并集中为村里的小学生讲
解孝敬礼仪、安全常识等。他们还开展“洁净乡
村行动”“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系列志愿者
爱心活动。

文化的力量慢慢汇聚。从 2014 年至今，每年
春节前，丹村都会举办文化艺术节。期间，海南书
法界知名人士都会义务前来为丹村群众写春联；
王炬光等画家义务挥毫为村民送年画；摄影师为
丹村群众义务拍全家福等。村两委还组织村民开
展象棋比赛、书法、剪纸、猜字谜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娱乐活动。

艺术节结束时，由村民自演的“丹村春晚”成了
年度压轴大戏。“演员都是咱村民，不看演出不算过
年。”年过五旬的村民张文珍自幼爱好文艺，“丹村
春晚”给她和姐妹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家乡逐渐摆脱了‘吸毒村’的恶名，我们还要
让村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才是丹村真正
的重生。”谢上强告诉记者，丹村多旱田坡地，适合
种植热带高效经济作物。近年来，丹村不断调整
产业结构，夯实水利基础设施，金钱树、哈密瓜、
空心菜等许多作物也随之让村民的口袋鼓起来，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 1 . 2 万元，很多人家都盖
起了三层小洋楼。

如今，连任 5 届的村支书谢上强又带领班子
成员四处奔走，希望丹村新建一所小学。谢上强
说，这几年村两委还发动村民沿着村路两边种植
了 3000 株凤凰花，明年花开，丹村将是一片花的
海洋。说完，他笑着唱起了一首由村民谱写的歌
曲《请到丹村来》：

请到我们丹村来，
丹村大地诗如海，
凤凰花儿开不败，
酸梅汁儿美滋滋，
哈密瓜儿甜蜜蜜，
欢迎你到丹村来。

新华社记者龚雯、仇逸

近日，多地传来用于预防宫颈癌的四价人乳
头状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 HPV 疫苗)接种困难的
消息，与此同时，“香港市场暂停供应九价 HPV 疫
苗”也引发社会多方关注。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一苗难求”：跨国接种疫苗

“我从 2017 年末开始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中
心预约接种四价 HPV 疫苗，等了快半年还没消
息，而上海还没开始供应最新获批的九价 HPV
疫苗，索性就想去香港接种九价 HPV 疫苗。”上海
市民孙慧凝说。

可是在她联系了几家医疗机构后发现，香港的
供应情况也不容乐观，有的人即便接种了第一针，
也没法保障按时接种第二针。看到身边有朋友去韩
国打疫苗，经过一番考虑，她也选择了这条路。

孙慧凝介绍，她在韩国一家公立医疗机构接
种了九价 HPV 疫苗，三针一共约 80 万韩元(合人
民币 4700 多元)。在接种第一针时，她按要求付了

全款，并收到一张标有供应商默沙东公司出具的
书面证明。

据了解，在内地，九价 HPV 疫苗适用于 16 到
26 岁女性接种，在香港该疫苗适用于 9 岁以上人群
(不限男女)，在韩国适用于 9-26 岁人群(不限男女)。

尽管各地区疫苗的适用年龄不同，管理办法可能也
有差异，但是只要能打到，不少人宁愿“舍近求远”。

孙慧凝坦言，自己也想在国内打疫苗，省时省
力，但出国接种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等。从四价
HPV 疫苗排长队的情况看，她担心九价 HPV 疫
苗在国内多地供应后，也要等很久。值得一提的
是，在这次“旅行”中，孙慧凝还偶遇了几个和她年
龄相仿的中国小伙伴，沟通下来发现大家的想法
基本一致：“早打早安心”。

默沙东公司：将加快生产、提升产能

目前全球上市的 HPV 疫苗有二价、四价、九
价三种，“价”代表了疫苗可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
疫苗可以预防 HPV16 和 HPV18 型病毒感染，四
价疫苗可以预防 6 、11 、16 、18 型 HPV 感染，九

价疫苗则在四价的基础上多预防五种。据介绍，二
价和四价疫苗，能够防控 84 . 5% 的宫颈癌风险，
九价疫苗可以预防 92 . 1% 的宫颈癌。

其中，二价 HPV 疫苗由葛兰素史克公司提
供，四价、九价 HPV 疫苗由默沙东公司提供。

——— 默沙东公司在接受新华社“中国网事”记
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内地四价、香港九价 HPV 疫苗
短缺，将加快生产。疫苗生产流程复杂，生产周期
长，在确保疫苗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正在加
大投入，提升产能，加强对HPV 疫苗的供应能力。

按照默沙东公司的说法，自 2017 年 11 月以
来，该公司的香港团队一直建议医生为已经接种
第一剂 HPV 疫苗的消费者保留后续针剂。目前，
九价 HPV 疫苗仍在香港市场供应。默沙东香港
方面将及时公布进一步信息。

——— 默沙东方面表示，根据海南省第二类疫
苗增补项目价格谈判结果公示，九价 HPV 疫苗
的中标价格为 1298 元/支。当前，各省市的招标准
入工作正在商讨中，一旦有更多确切信息，将以相
关政府的公示及时告知公众。

“此次九价 HPV 疫苗迅速获批上市是基于相

关监管部门采纳了九价 HPV 疫苗在海外市场
上市前的临床试验数据。目前，我们正在配合国
家的要求，申请其他年龄组的临床试验。”默沙
东方面称。

——— 二价 HPV 疫苗没有出现紧缺，目前
市场供应正常。葛兰素史克方面表示，“希瑞适”

自 2017 年 7 月上市以来，在适龄女性人群中接
种情况反响良好。与阿里健康共同推出成人疫
苗服务项目 9 个月来，通过网上咨询的潜在接
种者超过 30 万，实际预约人群达到 5 万。

“目前已经完成全国 28 个省市的招标工作，
根据各省的招标时间表，将完成剩余省份的招
标。中国是我们的重点市场之一，将不遗余力地
确保宫颈癌疫苗充足稳定的供应，从而满足广
大适龄女性的接种需求。”葛兰素史克方面称。

三级预防：筛查和早治仍不可或缺

作为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
宫颈癌在全世界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位居前
列。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李智

医生表示，接种疫苗对于女性、特别是高危群体
预防宫颈癌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宫颈科主任赵栋表
示，接种 HPV 疫苗主要为预防高危人群(主要
为年轻女性)感染高危型 HPV ，男性加入接种
队伍同样能间接保护。

据了解，我国内地先后批准的二价、四价、
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用于 9 到 25 岁、20 到
45 岁、16 到 26 岁的女性。疫苗通常分 3 次注
射给药，共 6 个月，才能有效。

对于部分疫苗的适用人群和未来能够接种
的时间表，很多人呼吁，虽然内地九价 HPV 疫
苗的获批上市速度很快，但是希望九价 HPV
疫苗的适用年龄能加快放开，并能纳入医保。最
重要的是，希望有关厂家能及时提高产能，满足
更多人群用药需求。

在不少业内专家看来， HPV 病毒有上百种
类型，无论哪种 HPV 疫苗，都无法覆盖所有的致
癌性 HPV 。从一级的疫苗接种，到二级的加强宫
颈癌筛查和三级的早诊早治，完善宫颈癌三级预
防体系任重道远。 新华社上海 5 月 24 日电

部分宫颈癌疫苗为何“一苗难求”？

22001188 年年 55 月月 88 日日，，航航拍拍丹丹村村新新村村，，一一栋栋栋栋小小楼楼错错落落有有致致地地坐坐
落落在在新新村村中中。。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杨杨冠冠宇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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