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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条“小学女

生卫生间多了月

经暖心盒”的词条登上

微博热搜。杭州市钱塘

区的一所小学在五六年

级的女厕所中放置了月

经暖心盒，并张贴出

“勇敢向月经羞耻说

不！”的标语。

在离杭州市 2600

多公里的云南省丽江市

宁蒗彝族自治县，小凉

山上的女孩也在经历一

场生理知识的启蒙。对

于这里的女性来说，

“月经”曾是一个避忌

的词，破布是她们最常

见的生理用品。

在当地政府和公益

团体滇西北支教团的合

力下，这里的女孩经历

了一场从制作简易卫生

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

“脱贫战”。这场“战

役”持续了近 14 年，并

且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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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凉山上的一场特殊“脱贫”
在县政府和支教团的帮扶下，这里的女孩经历了一场从制作简易卫生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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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支教团发现小
凉山上的月经应对难题，
属于一次偶然。

2008 年 6 月，支教团
团长杨曦霆领着一支 9人
团队进入丽江市宁蒗彝族
自治县支教。在六年级的
班上上课时，总有女生请
病假，说是“感冒了”，每
次都有四五个女生同时

“病倒”。
杨曦霆没把女生们的

“病”当一回事，只是让她
们回宿舍休息。直到支教
的第二年，团里几位女老
师执意去宿舍探望“病倒”
的女生。一看到老师，女
孩马上捂着小腹，说肚子
疼；再进另一间宿舍，一个
女孩虚弱地躺在凉席上，
血水染红了裤子和凉席，

“老师，我生病了”。
老师们这才回想起，

他们从没听到这群十多岁
的女孩说过“月经”这个
词，也从未见她们拿着卫
生巾进入厕所。杨曦霆感
到惭愧：自己比这些女老
师更早一年去支教，“但是
我们几个男老师都疏忽了
这个问题。”

在同一个县里的大二
地完全小学，彝族校长王
志高也在经历同样的“发
现”：在他进入这所学校
任教的第十二年，课堂上
一 个 女 孩 捂 着 小 腹 ，说

“肚子疼”。
王志高问女孩是不是

吃错东西了，女孩摇头说
不知道。把女孩带到村里
的卫生室，村医简单问了

女孩的情况，站起身把王
志高拉到一边，用彝语低
声告诉他：“这个女孩来月
经了，那叫痛经。”

王志高感到惊讶。他
并非不知道“月经”这个
词，然而小时候询问家中
长辈什么叫“月经”时，对
方只皱着眉头丢下一句

“女人会流血”，还嘱咐他
“不要在女人面前提到这
个事情”。突然面对来了
月经的女学生，王志高顿
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无法向女孩开口说出

“你来月经了”，只能匆匆
把她送回宿舍，找了一名
女老师替自己传达村医的
医嘱。

事实上，在这座大山
里，月经一直是件“不可
言 说 ”的 事 情 。 十 几 岁
的彝族女孩来了月经不
敢 告 诉 父 母 ，找 来 一 条
用过的破布，叠几层垫在
裤子里；结了婚的彝族少
妇即使痛经得直不起腰，
也要下地做农活。十几
年前，宁蒗县的村医马新
才在县医院妇产科实习，
来看病的妇女们一看到
诊室里坐着男人，吓得转
头就走。

看到这一切的杨曦霆
意识到，女性健康知识的
缺失就像一张巨网，把山
区里各个年龄段的女性牢
牢网住。支教团要把这张
巨网撕开一个口子——让
学校里的女孩子们用上卫
生巾，就是突破口。

那时是 2011 年，山里

没有通路，连县城的大超
市 也 没 有 卫 生 巾 售 卖 。
支教团的老师们就商量
着从外面买来几十斤棉
花和纱布，运到山里的小
学，教女孩子们制作简易
卫生巾。

从丽江买来的棉花
和纱布只能乘车运到镇
上，而镇上和支教学校之
间隔着几座大山，车开不
了 ，滚 轮 行 李 箱 也 拖 不
了。杨曦霆和其他几位
支教老师就把自己背包
里的行李归拢，腾出空间
塞棉花。女老师背着，男
老师扛着，八个人步行七
个多小时，忍着蚂蟥的叮
咬，从湿溜溜的泥地上滑
倒又爬起来，把四十斤棉
花背上了大山。

这样的搬运在每学期
开始前都要进行一次，四
十斤棉花可以做成近1000
片卫生巾，供给女孩子们
一学期的用量。上课间
隙，老师就带着女孩子们
从纱布上剪下两片长方
形，叠在一起，在边缘重叠
处缝上几针，再往中间填
入棉花，一片卫生巾就做
好了。

制作简易卫生巾的习
惯在宁蒗县的五所学校里
持续了近六年。直到2015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县政
府投入了 17 亿元新建和
改扩建农村公路，在 2020
年实现了“乡乡油路、村村
硬化、组组通达”，山里的
女孩去县城买卫生巾才变
得方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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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支教团努力培养
女孩子们使用卫生巾的习
惯，然而山区里女性健康
意识的长期缺失，已经在
这些彝族女性身上产生了
不良后果。

夏阿牛是宁蒗县烂泥
箐乡的一名彝族妇女，丈
夫杨克千是村里小学的代
课老师。和多数彝族女性
一样，夏阿牛从小没有穿
内裤和洗澡的习惯，十六
岁第一次来月经时匆忙找
了一块破衣服垫着；她对
两性卫生和怀孕流产了解
不多，2013 年，怀孕了四
次的夏阿牛生下了自己的
第二个孩子。

生产后的第二年，夏
阿牛开始断断续续地腹
痛。杨克千带着她去县医
院检查，没有结果；还想去
丽江市的医院，但是夏阿
牛刚做完一场肠粘连手
术，杨克千把家里的几头
猪和鸡都卖了才凑齐手术
款 ，还 欠 了 亲 戚 三 四 万
元。夏阿牛只能吃些村医
开的口服药，有力气时就
下地劈柴，没力气时就捡
捡地上的松毛。

2015 年初，夏阿牛的
腹痛越来越严重，只能躺
在床上。恰逢当时山上下
大雪，滇西北支教团的志
愿者杨欣被困在山上，没

地方住，杨克千就邀请她
来自己家里住几天。看到
夏阿牛的病状，杨欣心中
不忍，立马问杨克千“有
没有卡”，自己先往卡里
转了一万块钱，让他带着
妻子“去丽江看病，不行
就去昆明”。

靠着这笔钱来到昆明
的医院，夏阿牛很快被确
诊为宫颈癌。手术费用需
要八九万元，杨曦霆和支
教团的其他老师有的捐一
两千，有的捐三四千，还有
一位学生捐了 19 块 9，为
她凑齐了手术费。杨克千
把每笔汇款工工整整地记
在笔记本上，问杨曦霆这
笔钱该怎么还。杨曦霆摆
摆手，“不用还，这是我们
的爱，你妻子治好比什么
都重要。”

手 术 期 间 ，夏 阿 牛
在医院住了 17 天，杨欣
也 陪 了 夫 妇 俩 整 整 17
天。杨欣知道杨克千住
不 起 医 院 旁 边 的 宾 馆 ，
于是自己花钱租来两张
折 叠 床 ，和 杨 克 千 一 人
一 张 ，晚 上 睡 在 病 房 外
的 走 廊 里 ，白 天 搀 着 夏
阿牛做各项检查。

看着妻子开刀动手
术，杨克千深受震撼：原来
女性不注意生理健康，是
真的会要命的。夏阿牛病

愈后，杨克千学会给妻子
买卫生巾，每晚在家里烧
热水给她洗澡，月经期间
不让她下地干活。

夏阿牛的经历在过去
的彝族山区中绝非个例。
一项针对凉山彝族妇女健
康的调查显示，在过去，相
当多彝族妇女患妇科病后
不到病重不上医院，对疾
病的态度大都是能忍就
忍、能拖则拖；严重后上医
院又交不起医药费，陷入
恶性循环。

落后的卫生条件是彝
族妇女妇科病频发的元
凶之一。在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昭觉县，妇科病在
妇女所得的疾病中占比
曾一度高达 55%；而在相
邻的布拖县，30-40 岁的
已 婚 彝 族 妇 女 中 曾 有
50%患有附件炎、阴道炎
等妇科病。

这些事实让滇西北支
教团意识到，只给彝族女
孩们提供几片卫生巾，还
远不足以帮她们建立起生
理健康意识；如果不改善
她们的卫生习惯和卫生条
件，洁身自爱的目标只会
成为空中楼阁，无从实现。

“表面上是卫生巾的
问题，实际上折射的是整
个山区的卫生环境。”杨曦
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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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滇西北支教团已经
五年，李瀞仍能回忆起第一
次进入宁蒗县沙力河完全小
学的情景：几个衣服黑乎乎、
脸上挂着鼻涕的小孩开心地
扑上来拥抱她。李瀞想起支
教团的领队在上山前叮嘱：

“无论孩子们的卫生情况多
么糟糕，你们都不能（把 情
绪）表现出来。”她懂得尊重
孩子们的自尊心，热情地抱
了回去。

她很快发现，学校虽然通
了水电，但是没有热水器和
淋浴间，孩子们完全没有洗
澡的习惯，也不会刷牙洗脸
洗衣服，指甲缝里全是污垢。

李瀞决定从最简单的剪
指甲着手，改善他们的卫生
习惯。她伸出自己的手给几
个孩子看：“你们喜欢白白净
净的手吗？”孩子们羞红了
脸，把自己的小手收到背后，
顺从地跟着李瀞去办公室，
接受她给自己剪指甲。李瀞
的指甲钳很快成了班上的热
门物品——李瀞把它放在女
生宿舍后，一个三年级的女
孩踩着铁架床，把它藏在两
米高的窗台上，因为“怕男孩
子来偷”。

杨曦霆也明白，对于来了
月经的女孩们来说，洗手洗
脚并不能帮助她们彻底清洁
身体。必须实打实地建设现
代卫浴设施，让她们舒舒服
服地洗上一个澡。

2017 年夏天，杨曦霆发
动自己的社会关系，请一家

酒店企业在宁蒗县的10所小
学捐建了 100 间淋浴间和 50
间厕所。浴室配备了组合花
洒 ，厕 所 有 隔 板 和 冲 水 系
统。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
点，“洗澡课”准时开课，孩子
们端着支教团发的塑料盆和
毛巾，排成男女两队进入浴
室洗澡。

大二地完全小学的学生
杨明珠是这些卫浴设施的第
一批受益者。第一次洗澡，
她洗了整整三十分钟，“热
水泼在脸上特别舒服”。她
很高兴自己终于能专心上课
了：“以前身上总感觉有东
西跳来跳去，然后就用手去
抓，抓完就不知道老师讲到
哪里了。”

但支教团很快发现，孩子
们尽管在洗澡课上洗得白白
净净，一回到宿舍就“又臭
了”：学校位于海拔3000米的
高寒山区，没有暖气，屋子里
空气憋闷，挤着十几张尺寸
不一的铁架床，床上堆着油
黑的衣服被褥，一进门“就像
撞上一堵墙”。支教团和本
地彝族老师一起扫地拖地，
试图抹掉墙上厚厚的苍蝇
屎，但是越洗越脏。

“这是个连锁反应。你解
决完卫生巾又要解决洗澡，
解决完洗澡又要解决她的宿
舍。”杨曦霆告诉记者。2018
年暑假，宿舍改造项目开始
落地：企业捐赠油漆、书桌、
柜子和床上用品三件套，滇
西北支教团出钱请工人粉刷

组装，目标是在暑假结束前
把 20 所小学的 80 间宿舍翻
修完毕。

夏阿牛的丈夫杨克千是
这次改造工程的“监工”。妻
子病愈后，他怀着报恩的心，
成为了滇西北支教团的彝族
项目经理。他知道自己短时
间内还不了支教团捐给自己
的八万块钱，于是帮着支教
团干活，想着帮他们多省点
钱：他和工人们一起工作，铲
掉宿舍墙上的黑污，仔细填
补墙面的破损，每天从早上7
点忙到晚上7点，周末也不休
息，“工期多延长一天，人家
支教团的费用就多浪费一
天，我帮着加把劲，就可以给
捐款的爱心人士多省点钱。”
杨克千说。

2017 至 2018 年 ，滇 西
北支教团完成了宁蒗县 55
所 学 校 近 200 间 宿 舍 的 翻
新改造。新宿舍墙面光洁，
铺着崭新的床单被套，窗户
上安装了窗帘保障隐私，墙
上 有 镜 子 ，还 配 备 了 洗 衣
房、开水房。

与此同时，整个宁蒗县的
人居环境改造也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2015年以来，宁蒗县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33753户，
新改造的房子做到厨卫入
户、人畜分离，卫生条件大幅
改善；推动“厕所革命”，村里
家家户户都换成了冲水式户
厕，还有化粪池密闭处理；全
县10400户 4.2万人易地扶贫
搬迁，住进了现代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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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胜利以来，女
孩子们用上了现代卫浴设
施，住进保障隐私的房间。
再加上卫生巾购买渠道增
多、爱心企业不断捐助卫生
巾，越来越多的女孩培养起
了勤换卫生巾的习惯，有些
月经量大的女孩一天可以换
两到三片卫生巾。

在妇科病防治上，宁蒗
县妇幼保健院全年对 35 到
64 周岁的妇女开展免费宫
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基
层村医的妇科病药物从十年
前的三四种达到现在的十几
种 ，包 含 了 治 疗 经 期 不 正
常、痛经、阴道炎等疾病的
药物。宁蒗县的村医马新才
表示，女性来他这里看妇科
病不再害羞了，“很大方地
讲经期是什么时候，小腹疼
痛有几周。”

然而，长久盘踞在彝族
山区里的月经羞耻，依旧如
影随形。大二地完全小学
的杨明珠每次领回卫生巾，
就赶紧把它放进书包里，再
背着书包跑回宿舍。有一
次她的卫生巾被班上男生
看到，对方打趣：“你们又领
了创可贴吗？”有的女生就
算把卫生巾拿回宿舍也不
放 心 ，从 外 面 搬 回 一 个 纸
箱，把卫生巾严严实实地封
在里面。

要打赢这场“月经脱贫
战”，除了改善卫生条件，更
长远的是要帮女孩们建立
正确的生理意识，不再为月
经感到“羞耻”。观念的转

变 需 要 长 期 的 努 力 ：早 在
2010 年，滇西北支教团就尝
试在五所支教学校里开展
生理健康课，老师们拿着女
性生殖器模型，向女孩们讲
解月经和怀孕的原理。宁
蒗县妇联也多次进入各所
学校，开展未成年青春教育
工作。

“女生课”吸引了从小学
到初中各个年级的女生前来
旁听，有的女孩几乎哭着听
完整堂课。“她们太需要生理
知 识 了 ，太 想 了 解 这 回 事
了。”杨曦霆感慨。有的女孩
说“老师，我们一直想听这
个，没有人跟我们讲，老师你
能不能多讲一讲？”有的女孩
听得专注，不想下课，“老师，
我们先不吃饭，您再给我们
讲一讲。”

到了 2015 年，支教团把
“女生课”升级为男女一起
上的“青春健康课”。课堂
上不仅讲月经，还讲男女性
的生理构造、青春期的身心
变化。

在支教团看来，男女一起
上课的最大意义在于加强两
性之间的理解沟通，让他们
学会互帮互助。夏天时，学
校里有男孩故意扯女生的内
衣带子，支教老师赵景生气
地责问男孩“这有什么好玩
的”，男孩嬉皮笑脸地跑开
了。“男生在了解女性生理知
识后，就会在女生面对身体
变化时，用帮助取代讥笑。”
赵景告诉记者。

在生理课堂之外，支教

老师们也在努力教导男孩子
们尊重女性。支教老师李瀞
的班上总有男孩和女孩打
架，她赶忙把男孩拉到一边，
质问他为什么打女孩，男孩
说“我爸爸就是这么对我妈
妈的。”

李瀞心下黯然。她知道
这些小男孩很尊重自己，于
是把自己代入：“如果我是你
的妈妈，你爸爸要是这么打
我，你会愿意吗？”男孩沉默
着摇摇头。

支教老师江雪华则会鼓
励女孩子们去爱自己、发现
自己的美。当她看到班上女
孩穿了颜色鲜亮的衣服，就
会称赞她“你今天很漂亮”，
还会走到她身边，帮她扎起
两根高翘的马尾。

在县政府和支教团的长
期努力下，宁蒗县的彝族女
孩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
们学会了使用卫生巾，养成
了洗澡洗衣服的习惯，看起
来干干净净。

但要做的还有很多：卫
生巾的购买渠道主要集中
在县城的超市，山区里的小
卖部鲜有售卖，因此山区学
校里的女孩使用的卫生巾
仍主要来自爱心企业的捐
赠。杨曦霆希望卫生巾产
品可以离山区的女孩子们
越来越近，让她们自己就能
随 时 购 买 ，“当一个女孩有
10元钱，她可以去买辣条，但
如果她有了爱护自己的意
识，她就会拿这笔钱去买卫
生巾”。

滇西北支教团是
一支 2007 年 8 月组建
的支教团队，迄今为止
已发起组织各类型支
教 79 次，输送支教老
师超过 4000 名，覆盖
共计 68 所学校，支教
地区涉及云南省丽江
市区、丽江市玉龙县九
河乡、永胜县顺州乡、
宁蒗县西川乡、烂泥箐
乡等。主要组织半年
至一年的长期支教活
动，也有极少部分的短
期支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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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支教团

上过生理卫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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