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首次召开性病防治与

对策学术研讨会

1 9 9 0年 。 月2 5 ~2 7日
,

重庆市科协
、

市

社科联和市卫生局联合召开了
“
重庆市性病

防治与对策学术研讨会
” 。

参加这次理论研讨

会的人员
,

有来自预防医学
、

临床医学
、

基

础医学
、

心理学
、

伦理学
、

社会学
、

教育学

等 19 个学科
,

23 个学会
、

协会
、

研究会的专

家学者
,

还有来自宣传
、

政法
、

旅游
、

妇联
、

共青团等部门的行政领导和实际工作者
。

会议分别从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

面围绕
“
现阶段性病流行现状

、

原因及整治

对策
”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

最后会议

评选出一等优秀论文 3 篇
,

二等优秀论文 12

篇
。

社会科学界的同志
,

着重分析了性病在

我国死灰复燃
,

再度流行的新特点和社会根

源
,

研究了根治这一社会疾病的 对 策 及 措

施
。

会上集中地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当前性病流行与卖淫现象的新特
.

点

部分发言代表在讨论中指出
,

从解放初

期性病调查资料来看
,

性病流行的地域特征

表现为
: 少数民族地区性病患者大大高于汉

民族地区 , 在汉民族地区
,

则是城市性病患

者高于农村
。

而现阶段的性病流行地域则沿

着外围或港澳地区` 经济特区
、

旅游城市
、

开放城市 , 各大中城市` 小城镇
、

侨乡` 农

村
、

山区的轨迹蔓延
。

其中以城乡结合的车

站码头
、

交通干线一带尤为严重
。

当前性病流行的直接原因是卖淫猖撅
,

与解放前相比
,

今日妇女的卖淫也具有新的

特点
: 1

.

绝大多数妇女买淫并非被迫
。

充当

妓女的绝大多数有工作
,

有的工作条件相当

优越
,

并非生活所迫 , 2
.

卖淫方式出现按地

域组织成团伙
, 互相介绍漂客

,

结伙卖淫 ;

3
.

从文化水平看
,

大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

部分具有高中以上甚至大 学 文 化 水平 多 .4

从年龄看
,

绝大部分为妙龄少女
,

有的尚未

成年
; 5

。

卖淫活动越出国界
,

漂客涉及许多

国家的驻华人员
,

造成不 良影响
。

二
、

当前性病流行的社会根源

代表们在讨论中比较一致地认为
,

性病

流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 1

.

社会 环 境 的 刺

激
。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
,

冲破了

城乡壁垒
,

也沟通了与西方社会 的 文 化交

流
。

社会环境的开放性
,

促使城乡间
、

国际

间频繁的市场交易和人 口流动
。

另一方面
,

`

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同时
,

其腐朽生活方式也

污染着国内
,

导致一部分人形成金钱至上
,

享受第一的人生观
。

于是市场交易的大环境

和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某些无序状态
,

一旦与

部分人追求享受的价值取向相结合
,

就可能

构成产生性商品市场的社会条件
。

随着卖淫

活动的泛滥
,

性病流行也就 难 于 避免
。 2 。

对青少年的性道德教育工作薄弱
。

调查数据

表明
,

目前少女卖淫不仅占的比例大
,

且有

上升势头
。

中学生早恋出现普遍化
、

公开化

趋势
。

各类精神污染特别导致少 女 心 理 倾

斜
,

她们受西方畸形文化影 响
,

盲 目 崇 尚
“
性开放

” ,

彻底否定传统的
“
贞操观

” 。

“

笑贫不笑娟
” ,

对流氓
、

卖淫罪不以为耻
,

反而相互夸耀甚至攀比
,

这是近年来青少年

思想意识
、

价值取向的新动态
。

但目前不少

地区的中学分重点和非重点
,

前者强调抓升

学率
,

后者则对学生有放任自流的倾向
。

目

前中学生性道德教育尚未受到充分重视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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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及时防止少女陷入性罪错的泥坑
。

三
、

根治性病的对 策与措施

与会者一致认为
,

性病既是一种生理疾

病
,

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疾病
,

对 它 的 根

治
,

是
一

项需要多方入手的系统工程
。

其主

要 对 策 意 见是
: 1

.

实现多 学 科
、

多 部 门

综合研究和治理
,

集中医学
、

心理学
、

伦理

学
、

社会学
、

法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

研究
,

群策群力
; 2

.

组 织 公 安
、

司 法
、

民

政
、

旅游
、

妇联等行政管理部门和群团组织

积极配合卫生部门
,

对性病进行检查防治
。

加强涉外单位人员和进出国人员 的 教 育 管

理
,

完善规章制度
,

建立健康检查制度
,

切

断外源性病
,

特别要防 止艾滋疾的传入
。

对

性病病人应在一定范围内 (单位或密切接触

者 ) 通报性病患者的行况
,

进行必要的管理

和治疗
,

防止传播
。

3
。

加强性病 间 题 的 法

制管理
。

对性买卖活动
,

根据情节轻重不仅

仅是罚款一类的经济制裁
,

还应给予必要的

刑法处治
。

建议在刑法上增设漂娟卖淫罪
,

对故意和过失使他人患性病者
,

应负法律责

任
; 4

。

向社会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性知 识 教

育
,

建议在中学开设性教育课
,

并将性道德

教育纳入教育范畴
,

对女青年可适当强化性

病危害的讲解
,

从心理上遏制素乱性行为产

生的动机 ; 5
.

加强社 会 和 家 庭 的 精 神 文

明建设
,

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和生活

方式的侵袭
:

各类教育和文化宣传中
,

应注

意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

价值观
一

与现代文明

生活和优良传统美德教育有机统
、

,

净化人

的思想和灵魂
:

注意家庭稳定的维系
,

使青

少年能在健康 向上的环境 中 成 长
。

6
。

健 全

性病监测防治机构
,

配备必要的设备
、

技术

人员
,

进一步完善性病的监测
、

管理及治疗

等制度
。

加强性病的诊断治疗和特效治疗药

物的研制
。

(俞 萍 )

云南省第二次民族社会学专题研讨会召开

云南省社会学学会与红河州狡会学会及州社联于 1 3 9 0年 1 1月 16 一 1 3日在个旧市联合召开

了 “ 云南省第二次民族社会学专题研讨会
” ,

到会的有省内外从事民族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卯

余人
。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和发言稿 30 篇
,

内容涉及学科建设
、

实际研究等方面
。

就学科建设而言
,

与会者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

并达成以下四点共识
:

①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
,

以党的民族政策为准绳
, ②必须植根于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

土壤中 ; ③为促进各民族团结稳定协调发展和共同现代化服务 , ④不能照搬和坐等
,

要脚踏

实地去工作
,

边实践边总结
。

一些同志认为民族贫困地区的发展战略应该是从满足基本需求出发
,

自力更生为主
,

循

序渐进
、

量力而行的以民族为核心的全面发展
。

民族地区各民族团结稳定和共同现代化是民

族地区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动力
、

目的和检验标准
,

协调发展又建立在两个文明建设两手

抓同步走的基础上
。

针对云南民族地区封闭性较强的特征
,

有些同志指出调配其经济
、

政治和文化意识兰大

要素之间的平衡 与和谐一致是多民族社区现代化得以团结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关键
; 而将发展

社会生产力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双向目标和 自力更生 与外部投入相结介的双向途径

这两点归结到一起则是以民族为核心的全面发展
。 -

一
与会者还就国营大企业与地方和当地民族群众的关系

、

民族传统文化和凤俗
、

民族妇女

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

(朱赤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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