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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外表上看，他们和
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

答
:

对。

87.

艾滋病有哪些传播途径
?

艾滋病的
传染源是什么？

答：途径：

①

性传播；

②

血液传播；

③

母
婴传播。 传染源：

①

艾滋病病人；

②

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

88.

吸毒可能会传播艾滋病吗？

答：会。

89.

什么情况下不会传播艾滋病？

答：蚊虫叮咬、握手、礼节性亲吻及一起学
习、用餐等一般日常行为不会传染艾滋病。

90.

为什么蚊虫叮咬不会传染艾滋病？怎
样预防艾滋病

?

答：

①

艾滋病病毒蚊虫体内不能繁殖和
复制；

②

蚊虫只是吸血而不会输血；

③

在叮
咬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蚊虫口器上的艾
滋病病毒数量远不足以感染它叮咬的下一
个人；

④

目前尚未发现因蚊虫叮咬而感染艾
滋病这类病例。 预防：

①

遵守性道德，不搞性
乱；

②

避免使用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

③

不
共用注射器及针头吸毒；

④

不与他人共用剃
须刀片、牙刷等。

91.

急性腹痛的病人在去医院之前，应该
怎么做？

答：忍一下，不乱服用药物。

92.

怎样预防肠道传染病
?

答：

①

饭前便后洗手；

②

水和食物要干
净；

③

消灭苍蝇；

④

病人餐具和用品要煮沸
消毒；

⑤

彻底治疗病人；

⑥

病人的粪便、呕吐
物要消毒处理。

93.

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

怎样
预防乙肝

?

答：途径：

①

输血；

②

输液；

③

母婴传播；

预防：

①

接种乙肝疫苗；

②

避免不必要
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

③

避免与人
共针筒、剃刀、牙刷及其他可能受血液污染
的物品；

④

进行性行为前采取安全的预防措
施。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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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南路联通营业厅对面
◆

河公园信高操场旁
◆

东方红大道和美广场西侧金夫人摄影楼
旁
◆

西关保险公司楼下
◆

西关国资委大门前
◆

东方红大道建设银行楼下
◆

东方红大道和美广场东侧
◆

东方红大道联通公司楼下
◆

中山北路建设银行营业厅旁银座报
亭
◆

中山北路百姓大药房旁（中心医院对
面）

◆

四一路中段西亚超市后门对面
◆

新华东路八方电器行旁

◆

弘运车站集团票厅旁
◆

和平大厦西侧
◆

新华东路中国银行营业厅门前
◆

火车站天桥旁
◆

新华东路中国邮政大楼东侧
◆

新华东路中国邮政大楼西侧
◆

新华东路申泰正门对面岔路口处
◆

新华东路天源宾馆后门旁
◆

新华东路双虎家私商场门前
◆

工区路白云宾馆旁
◆

工区路卫校大门口旁
◆

工区路蜂蜜加工厂旁
◆

东方红大道申泰市场后门对面红太
阳小区路口
◆

东方红大道农业银行营业厅前

◆

东风路口报亭（警亭旁）

◆

民权路白果树小区路口
◆

申城大道大庆路口工商银行营业厅旁
◆

申城大道邮政银行旁
◆

申城大道十三小学对面
◆

大庆路口西亚超市西侧
◆

大庆路口西亚超市东侧
◆

大庆路口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对面
◆

大庆路花市门旁
◆

三里店路口
◆

申桥西头邮政银行营业厅旁
◆

统一街（原广场路）东边市政府家属院
9

号
楼对面
◆

广场南路市法院家属院前面
◆

北京路体彩广场旁

本报记者姚广义韩蕾
见习记者李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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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息县包信镇北街村有这样一个地
方，群众可以免费借阅图书；村里的乡亲
们有种地上的难事也可以来这里咨询；村
民们还可以从挂在墙上的黑板报上，或从
广播里，看到或听到村里发生了哪些好人
好事。

这就是包信镇北街村的“农家书屋”，

书屋的创办人是
76

岁的张学兰。

7

月
2

日上午，记者在“农家书屋”见
到张学兰时，他正在给大家讲解黑板报上
有关庆祝建党

93

周年的诗歌。 这期黑板
报是

7

月
1

日出的。 自从
1999

年
9

月
18

日，为了表扬一位拾金不昧的同学出了第
一期黑板报至今， 张学兰老人已经出了
3457

期。

看到记者到来，张学兰热情地带着记
者走进了这个深得民心的“农家书屋”。 书
屋不大，但是整洁干净，排列整齐的书架
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书籍，犹如一
桌文化盛宴，等待着人们的品尝。

“别看我这个书屋才十几平方米，可

有
1

万册左右的图书， 学生看的儿童读
物， 村民看的关于科学种田之类的书，在
我这都能找到！ ”张学兰指着书架上的书，

自豪地对记者说，“书屋现在环境好了，加
上临街，所以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

张学兰认为，书是民族之魂。 抱着“读
书崛起我有责，我为崛起做贡献；终身点
亮崛起灯，瞑目灯亮留世人”的情怀，

1999

年
8

月， 张学兰拆了几个装化肥的袋子，

缝成一个大单子，单子上面有序地缝着布
兜，而后挂在大门外醒目的墙壁上，同时
又自费购买

100

多册图书装在布兜里，

“墙壁图书室”就诞生了。

“墙壁图书室”的创办，不仅活跃了当
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也感动了很
多人，大家纷纷捐书。 为了能装下这些书，

同时给读者营造一个舒适的看书环境，张
学兰自筹资金，盖了一间图书室，做了两
组书架，

2002

年
7

月
1

日， 新图书室正式
面向读者开放了。

2005

年，图书室又搬进
了宽敞明亮的大屋，前来看书的读者也增
加了很多，除了村民还有附近几个小学的
学生，呈现出“‘农家书屋’双休忙、小小读
者挤满堂”的场景。

2009

年，书屋正式被命
名为“农家书屋”。

2013

年
7

月
1

日，书屋

被搬到现在这个临街交通便利的地方，便
于读者借阅图书。

书屋虽几经搬迁， 但读者群越来越
多， 除了北街村的村民， 附近几个村的
村民在空闲时间也会到这里看书，因
为大家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需要
的知识。

远地方的村民想看书怎么办？

2010

年
10

月
1

日， 张学兰驾着装满图书的三轮
车，拉开了“农家书屋赶大集”的序幕，至
今已近

4

年， 阅读人数达到
5000

人次。

“镇上有几个固定的停车点， 读者可以到
这几个点来借书。 不在定点时，只要有人
需要， 我就随时停车， 把书借给需要的
人。 ”张学兰说，“每周赶两次大集，周一、

周四，或者周三、周五。 ”

2013

年
7

月
3

日， 在赶大集的过程
中，张学兰被电动车砸伤了腿，血流不止，

严重处缝了
5

针。 在家卧床
20

多天，可以
下地后，他又继续着“农家书屋赶大集”。

“现在全好了，除了留点疤痕，其他的也没
啥了！ ”张学兰挽起裤腿，指着伤疤说，“为
了让更多人读上书，只要我还能动，我就
一定会开好‘农家书屋赶大集’最后一趟
车的！ ”

张学兰：“农家书屋”飘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