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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试点" 仍难推广

郭春生此行，除了解莲都区“烂脚病”救
助效果外，更想与王选、庄启俭商量，能否将
施药范围逐步扩展至丽水其他区域，随后惠
及衢州和金华地区。
“政策”“机制”“团队”等词在交谈间反复

出现。为“烂脚老人”搭建体制化的医疗平台，
是王选的不倦追求。!""#年 $月，她担任浙江
省政协委员期间，就提交了《关于对日本细菌
战“烂脚病”受害者提供医疗救助的建议》。

!%"#年 &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乡医疗救助
工作的意见》，提出“拓展救助范围”，原则上
涵盖了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

!%%'年 (月，浙江省民政厅通过衢州市柯
城区民政局，在该区人民医院设立试点，免费
“对二战期间，因细菌战造成‘烂脚病’患者实行
医疗救助”。半年后，救助收效明显，浙江省民政
厅在柯城区召开现场会议，验收并拟推广。

然而，时至今日 )年过去，“试点”虽获评
浙江省卫生系统十大感动事例，但依然在柯
城区打转！不仅没有推行至全市，更别谈辐射
全省。
经费，是绕不开的难题。
“柯城区人民医院的‘烂脚病’救助小组，

是因为区民政局从浙江省的医疗救助财政拨
款中挤出钱来，‘养’着这条‘金鱼’！”王选感
叹，救助小组每年消耗医药费四五万元，虽然
由省民政厅设立试点，但省内并未指定专项
拨款。
“金鱼”得以生息，衢州市防疫站原站长

邱明轩医师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注定了
柯城区试点的不可复制性。

$''#年，邱医师就主导当地卫生系统对
衢州所辖的浙赣铁路沿线 *"个乡镇、!&&个
村庄展开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时至今日，这
仍是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卫生部门主持、卫
生系统专业人员操作的相关调查，覆盖面广、
权威性强、认可度高。

正是基于这份调查，!""'年浙江省民政
厅在将细菌战后遗症受害者纳入医疗救助
后，将试点设在衢州。此外，邱医师的女儿当
时在柯城区民政局任局长，女婿则是衢州市

卫生局副局长。邱医师说服他们，整合资源，
为“烂脚老人”提供免费治疗。

人员经费 深壑难填

!""'年，在邱明轩指导下，柯城区人民医
院对全区排查摸底。根据发病时间、地点、初
期症状、病毒接触史，从 #'名疑似患者中确
定 (!名救助对象（!"+"年又确定 !名），分成
“轻微”“轻度”“较重”“重度”四类，定制医疗
服务。

)年来，救助小组共建立病历档案 ('份，
上门换药 +&""人次，发放药品、电话随访
!"""余人次，回收、销毁医疗垃圾 +"""余公
斤。(*名患者伤势均有好转，溃烂、恶臭基本
消除，创面也明显缩小，得到控制。

一时奉献简单，长期坚持不易。已是“独
生子”的柯城区人民医院“烂脚病”救助小组，
工作却同样力不从心。
“你这反复挺严重啊，怎么不早点跟我们

说，医生上次来是什么时候？”下午 !时，万少
华医生刚结束一台肿瘤手术，就喊上护士小

赵、司机老叶赶到柯城区下大门村。暑热初
至，#"岁“烂脚老人”叶江山侬伤势趋恶，原本
已经结痂的创口又重新开裂。

万少华连忙打开药箱，为叶江山侬清创
消毒、涂抹药膏。他坦言，“烂脚病”需要每天
换药护理，但救助小组总共 &名医生，本职业
务繁重，每周只有半天休息，大多是放弃假期
出诊。此外，有些“烂脚老人”孤居九华、沟溪、
华墅等偏远乡村，恶劣的交通条件也使难度
加剧。“一整天只能走访七八个人，还是在马
不停蹄、极其顺利的情况下，每月上门一次都
是排除万难。”

如果说，人手紧张、交通不便还能依靠小
组成员“个人奉献”解决，但是药品和经费的
缺口却是深壑难填。
“好了烂，烂了又好，断不了根。”万少华

介绍，炭疽毒菌芽孢无比顽固，能够存活 &"

至 +!"年，抗生素、生肌药等使用不久都出现
耐药性。由于皮肤连同肌肉、神经一起坏死，
即使创面愈合内部组织还会复发。在区民政
局牵线下，曾有医药企业提供药剂，但每名患
者日均费用高达 &""元，痊愈过程长、药品见

效缓，厂家无力长期支持。

体制救助 迫在眉睫

“作为政府的一项社会救助政策，并非普
通个人、少数企业的付出所能承担，应该有相
应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王选反复强调。

目前看来，丽水、衢州和金华三个地区最
具可操作性。

在前两市，历经多年志愿服务，民间调查
者、医务人员对当地病例了如指掌。而金华则
是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
“主战场”，王选和学生们耗时 +"年跑遍浙赣
铁路沿线大部分乡镇的所有村庄，寻访到 *#+

名“烂脚老人”，并绘制出一张完整的金华市
“烂脚病”幸存者分布图。

“我们愿意与有关部门共享资源！”在很
多人看来，“烂脚病”的体制化救助不仅迫在
眉睫，而且时机成熟———由政府部门牵头，予
以政策支持与经费扶持，在现有调查结果的
基础上，进一步核实和确认幸存老人，招募并
组建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救治。

万少华认为，目前最实际、最理想的模
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由乡镇、社区卫生院主
要负责，大型医院辅助指导，民间组织和社会
企业爱心支持。“乡镇、社区卫生院具备天生
地理优势，近年发展也逐渐成熟，只要新加一
个护理‘烂脚’的拨款项目。由于幸存者越来
越少，分摊到每个卫生员，其实并不会新增太
多工作量。”

)年间，他眼见柯城区 +!名“烂脚老人”
相继离世，有些直至生命尽头伤情还在反复。
&"年了，炭疽已然不再威胁生命，但作为二战
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这群一辈子遭受“烂
脚”折磨的老人太无辜，也太重要。在走向生
命终点时，能否让他们活得干净一些、有尊严
一些？“只要还有幸存者，救助就不算太迟。很
多事无关早晚，而在于有没有开始和坚持。”

去年底，安多福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
业发展中心成立专项生命健康基金，与最初
相比，捐赠流程更复杂也更规范，但王选和郭
春生相信，第三方监督必不可少：老人们需要
的，不是一次性的救助，而是常态化的关注。
“救助‘烂脚’，对 ,-.没有帮助，但难道所有
事只在与 ,-.有关时，我们才做吗？”

#上接 !"版$

修补细菌战记忆需多方合力
本报记者 范洁

! 本报去年

!月 "!日的报道版面

! 万少华医生为!烂脚老人"叶江山侬上药 范洁 摄

! ! ! ! &'*名炭疽受害者调查表、逾百万字的
笔录资料，这份由王选与宁波大学、浙江工商
大学近千学生耗时十年的汇成《“烂脚病”调
查报告》，目前已进入最后整理阶段。作为《日
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专题研究》的子课题之
一，将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明年出版。

相比已经“申遗”的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
征“慰安妇”档案，外界对细菌战仍知之甚少。
时间流逝，刻不容缓。如何抢救这段尘封的历
史？如何抚慰这些风霜的老者？唯有官方机构
与民间组织形成合力。

老人相继离世历史从此消失
一栋昏暗破败的出租屋，#(岁的刘增虎

拄着拐杖，右腿大面积溃烂露出胫骨。无人陪
伴，没有言语，老人只是沉默地直视镜头，秽浊
的双眼满是无助与悲伤，泪水抑制不住溢出。

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拍摄的
炭疽受害者纪录片，观者无不动容。“!%+(年
/月 !'日，在拍摄纪录片一个多月后，老人去
世，这是他留下的最后影音资料。”黑色底版
上，片尾字幕如是写道。
“他的烂脚是何时出现？这些年又是如何

度过？还没来得及为他做口述历史，这些再也
无法知道了。”今天上午 +%时，+*名来自宁波
的大学生走进纪念馆。这处位于罗汉井五号
的古宅，正是 &%年前遭受日军细菌武器攻击
的首批遇难者黄廖氏的故居。
“寻找被遗忘的历史”，学生们这样命名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年起，宁波大学
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就在王选
的带领与指导下，辗转浙江金华、丽水、衢州

等地区，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
此行，他们计划回访和核实衢州的情况，

然而困难超出想象。有些老人已经病逝，记忆
再难修补和追寻；有些曾能清晰报出有相似
“烂脚”症状的村民名字，现在就算贴着耳朵
大声询问，也只能简单回答两句。

跨年度跨地域调查难度大
只有被记忆，才能成为历史。
二战结束至今，犹太人从未停止对德国纳

粹的控诉和索赔，各地大屠杀纪念馆、大规模游
行活动，让全世界迅速了解那段血腥暴行。

然而，细菌战受害者大多是农民，他们本
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默的一个群体。多年过
去，老人平均年龄超过 #%岁，记忆衰退、听力
丧失，无情岁月侵蚀着他们诉说历史的能力，
这场浩劫尚未清晰，就被彻底埋葬。

!%%!年，在王选陪同下，美国历史学家
谢尔顿·哈里斯、微生物学专家马丁·弗曼斯
基和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弗兰兹布劳前往
浙江调研“烂脚村”，这是战后国际学界首
次赴华调查日军细菌攻击造成的伤害。
“南京大屠杀持续六周，而细菌战

引起的是疾病流行，受害跨年度、跨地
域，后遗症更是延续至今，调查难度可
想而知。”王选介绍，根据民国时期报
纸记载，+'('年就有日军飞机在宁波、萧山等
地撒播不明物质，+'*%年至 +'**年间多次实
施细菌武器攻击。毒菌种类繁多，包括鼠疫、
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调查
需要流行病专业知识。

长期以来，国内对细菌战受害情况始终
没有全面的调查，这段历史的记忆修补主要
依靠民间志愿者、流动性极强的大学生，以及

所剩无多的受害者。

!烂脚病"是日军细菌战铁证
!%%/年，中央统一部

署，在全国多个省市开展抗战
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
题研究，细菌战首次进入官方
档案调查。
“浙江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

重灾区，涉及 &个市 !%余县，造
成人员伤亡惨重。”中共浙江省委
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包晓峰介绍，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今
年初，省委党史研究室启动“日军对
浙江细菌战调查”，并已列入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
“计划分成 !)个专题，力求完

整、准确、权威！”包晓峰强调，将根据
区域划分组织撰写，每一个受害县市写
一篇综述，内容涉及细菌战的背景、疫
菌传染途径、区域、种类、症状，以及死伤
人数等。
同时，官方将借此机会与民间调查队伍

紧密合作，优势互补。
“‘烂脚村’的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最

终证实日本确实针对中国军队和平民，有意
撒播生物剂作为武器。它还表明，这种撒播
不是简单的控制范围内的‘田野实验’，还是
一种以一个省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攻击。”在《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炭
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中，马丁·弗曼
斯基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