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有危重病人，医院
都会找中国医生帮忙

赛义达草原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农牧区，

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夏天气温高达 40 摄氏

度，冬天积雪可达 1 米。1962 年，阿尔及利亚刚

刚独立，草原上各种疾病传染病流行，人民健康

卫生状况亟待改善。为

此，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

国际红十字会发出紧急

医疗援助吁求，同时直接

向 中 国 请 求 派 遣 医 疗

队。面对阿方的迫切需

要，中国迅速响应，成为

第一个向阿伸出援手的

国家。

1963 年 4 月，13 名中

国医护人员在北京集结，

乘火车赶赴莫斯科后再

换 乘 飞 机 ，经 过 10 天 奔

波 抵 达 阿 尔 及 利 亚 。 6
月 ，医 疗 队 其 他 11 名 队

员 也 分 两 批 陆 续 抵 达 。

24 名队员来到坐落在草

原深处的赛义达省医院，

开启了为期两年的诊疗

工作。面对医院简陋的

医疗条件，队员们几乎承

担 了 这 家 拥 有 280 张 病

床的医院所有住院、门诊治疗任务，同时还坚持

在广大牧区巡回医疗。

“那时赛义达省医院孕产妇多，我们医疗队

只有一名妇产科医生，几乎要负责医院全部妇

产工作。”首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邱月华

回忆说，她虽然是助产士，但也要协助医生处理

难产和高危病人，成功帮助很多孕妇和新生儿

脱险。

中医针灸是几十年来援阿尔及利亚时间最

长的科室之一。第一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

精神，也随着医术不断在传承。“1986 年，我进入

湖北中医药大学读书，我们的老教授中 60%都

支援过阿尔及利亚。听他们讲述的援外故事，

虽然艰苦，但这种奉献很有价值。受到他们的

影响，我也选择来阿尔及利亚参加援外医疗。”

第二十七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中医分队针灸

医生杨翊表示。

一次特殊的诊治经历让杨翊记忆犹新。当

地的一名退休护士前来找他针灸时，曾带来一

张 27 年前与中国援阿医疗队队员的合影。“真

的感谢中国医疗队，中国医生无私地在阿尔及

利亚为当地百姓治病，多年来我们都依赖中国

医生，一遇到颈椎腰腿痛等病症，马上会想到他

们。”这名护士感激地说。

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开启了我国援外

医疗合作、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工作的伟大新征

程。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大洋洲到中东地区，

都可以看到中国援外医疗队员的身影。他们坚

守岗位，克服各种困难，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

民。“几十年来中国医疗队一直坚持传承前辈的

精神。我们一批批医疗队员要比前辈们做得更

好，精益求精。”杨翊说。

第二十七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妇产科医

生杨生瑜两次参加援阿医疗工作。让她印象尤

为深刻的，是阿方医生和学生对中国医生的尊

敬和钦佩，“每次有危重病人，医院都会找中国

医生帮忙。阿方医生也会在课堂中和学生讨论

中国医生治愈的病例。”这也让她感受到身为医

疗队员所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在这儿没

有一刻停歇，任何人叫我，我都很快前往。”

为当地医疗事业发展
贡献了中国力量

2015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圣费尔南多总医院，当地的 10 多名医生

正紧张观摩一场颈部无疤痕右侧甲状腺全切除

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郑建伟和当

地医生经过数小时的共同努力一起完成缝合，

环加勒比地区第一例腔镜甲状腺切除术顺利结

束。“加勒比，第一例！”现场的当地医生兴奋地

欢呼。

中国援特多医疗队创下的“第一”远不止于

此。第一例复杂脑血管畸形栓塞术、第一例全

脑血管造影术、第一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由北京卫健委组织派出的医生在这里共创下了

6 项国家级纪录。中国医

疗队有效改善了受援国的

医疗环境，提高了当地医

疗健康保障水平，为当地

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

力量。

2021 年 5 月 ，多 米 尼

克首个心血管内科在首都

罗索的中多友谊医院成功

挂牌。心血管疾病是当地

高发疾病，而多米尼克心

血管专科诊疗水平不足。

在心血管疾病诊疗中，中

方专家首例临时起搏器植

入术、首例选择性电复律

治疗等，极大提高了当地

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水平。

基里巴斯影像医学发

展欠佳，检查依赖于 X 线

平片，很多疾病无法明确

诊断，严重影响治疗及预

后。中国第二批援基里巴斯医疗队队长曹立军

告诉记者，2022 年 5 月医疗队抵达后，成功为医

院开展 CT 检查，为临床提供了更加直观可靠的

诊断依据，极大地提高了各系统疾病的诊断水

平。医疗队还多次捐赠药械物资，被基里巴斯

主流媒体《新星报》誉为“太平洋岛上的健康守

护者”。

在中国几内亚友好医院建立重症医学中

心、创伤救治中心和汉语培训中心，开展重点

学科帮扶和人才培养；在特多捐建“显微外科

培训中心”，将特多圣费尔南多总医院打造成

特多全国和加勒比地区顶尖的神经外科中心；

在加纳协助当地医生掌握先进医疗技术，让加

纳成为西非地区最好的心外科中心……中国

医疗队一项项技术合作成果，切实为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在帮助受援国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

中国援外医疗队也悉心传授诊疗知识和经验给

当地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援外对

口医院，更是当地医生增长本领的“学校”。

“ 我 来 ！ 我 来 ！”每 次 和 第 十 九 批 援 中 非

医 疗 队 眼 科 医 生 章 友 美 共 同 出 诊 ，当 地 医 院

的医疗助手保罗都抢着为患者进行眼部检查

等 操 作 。“ 医 疗 队 的 医 生 援 外 时 间 都 很 有 限 ，

在 有 限 的 时 间 里 把 技 术 留 下 来 ，这 才 能 救 治

更 多 的 患 者 ，真 正 的 造 福 一 方 百 姓 。”章 友 美

表示。

在位于科威特首都省的自然康复医院内，

中 医 诊 室 门 口 排 起 了 等 待 的 队 伍 。 把 脉 、问

诊、针灸、推拿、拔罐……中国第二十三批援科

威特医疗队队长陈春海忙个不停，还不时向来

中医诊室参观学习的当地医生萨拉赫讲解治

疗的技术要点。经过不断努力学习，萨拉赫和

其他一些本地医生已基本掌握了中医推拿、针

灸等，能够为患者提供一些简单的中医治疗。

“很多科威特患者对中医技术十分认可，也因

此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希望以后也能去中国看

看。”萨拉赫说。

“如果想提高技术水平，一定要来中国。”

2019 年，在来华进修项目结业仪式上，接受了

两年培训的中几友好医院心血管医生卡马拉

由衷感慨道。此前，北京市卫健委邀请 39 名几

内亚管理和专业骨干来华进行中短期培训，实

现了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医院管理与

专业技术相结合、理论学习和示范教学相结合

的培训模式。卡马拉返回几内亚后，立志把在

中国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中几友好医院的医疗

和 建 设 上 ，也 希 望 未 来 有 更 多 机 会 来 中 国 深

造，用更多中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经验造福祖

国人民。

听到“中国医生真棒”
感觉无比自豪

季马市巴吉村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 300 多

公里，因为中国医疗队的故事，这里也被人们

亲切地称为“中国村”，中国医生梅庚年就长眠

于此。

上世纪 70 年代，梅庚年作为中国首批援埃

塞俄比亚医疗队队长来到季马市工作。村中树

下不大的方桌，是梅庚年的诊疗室，在季马病患

眼里更是救命的地方。最忙的一天，梅庚年看

诊 300 多名患者，做了 7 台手术。1975 年，从灾

区考察返回途中，梅庚年不幸遭遇车祸，以身殉

职，年仅 51 岁。季马人没有忘记梅医生，他曾

治疗的患者泽乌迪主动将家里一块玉米地捐出

来，修建了梅庚年的墓地并为他守墓，全家人一

守就守了几十年。

“我要跟我父亲一样，为墓园打扫和种树，

也会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中国医生的故事。”泽乌

迪的女儿海勒说，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了，但她和

家人从没有忘记老人弥留之际的叮嘱，“我有两

个儿子，还有几个弟弟。我如果不在了，他们也

会把墓地守好。”

梅 庚 年 的 遗 志 ，同 样 被 他 的 子 女 继 承 。

1998 年，作为第十批援埃医疗队队员的梅庚年

长子梅学谦，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墓前，也见到了

当时仍健在的泽乌迪。“当地的语言很难懂，但

我清楚地听到老人反反复复在说：感谢，感谢

……”梅学谦说。

这样的友好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受援国民

众发自内心的感谢，伴随中国援外医疗队走过

60 年风雨。尽管工作条件艰苦，但每天听着患

者一声声的“感谢”，看着他们一点点恢复健康，

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医生们总会充满干劲。

90 后的郝亚波是第十九批援中非医疗队

里唯一一名中医师，在中非人的口中，他更常

被唤做“好医生”。“好医生，快帮我们看看，孩

子感冒后一侧身体不能动了。”一位母亲抱着

孩子焦急地来就医。问诊后，郝亚波确定了孩

子偏瘫的病症，制定了针灸治疗方案，“幸好来

得及时，再拖久一些就会落下终身残疾。”在随

后 两 个 月 间 ，孩 子 每 周 都 会 到 针 灸 科 接 受 治

疗，从脚渐渐有了力气，到后来可以独自行走，

再到偏瘫的手也可以拿东西……两个月后的

一天，孩子独自走进诊室，用稚嫩的声音对郝

亚波说了一声：“谢谢！”

由于饮食习惯和欠缺早期筛查，在特多有不

少人患有糖尿病，进而引发视网膜病变。开展玻

璃体切除手术，对视网膜病变进行激光治疗，消

除眼底病灶……2015 年 7 月—2016 年 1 月援特

多期间，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卓再为

了多帮助一些患者，时常利用医院周四休诊的时

间加班加点。“当地医院缺少擅长眼底病变治疗

的医生，很多病人预约就诊看病需要两个月的时

间，我希望能够尽快帮助患者摆脱病痛。”许卓再

表示。中国医生的付出，当地民众都看在眼中。

结束援外任务回国前夕，许多他曾治疗的患者纷

纷寄来贺卡和信件，表达感激之情。

2023 年 2 月 ，在 中 建 七 局 承 建 的 尼 泊 尔

KTFT 快速路项目部里，200 余名沿线村民、学

生在中尼青年志愿者们的帮助下，有序登记、问

诊、取药。这是中国（河北）第十四批援尼医疗

队举行的义诊活动。项目部属地员工帕万因长

期从事驾驶工作，腰椎一直不舒服，中国医生对

他进行全面检查后，采取了针灸治疗，还免费提

供药品。“今天的针灸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感觉

腰椎舒服了很多，给你们点赞！”帕万说。

尼泊尔层峦叠嶂，大部分地区的海拔都在

5000 米以上。医疗水平低、医疗设备匮乏、居民

出行困难是困扰当地民众就医的长期难题。为

此，中国（河北）第十四批援尼医疗队举行大规

模义诊 7 次，发放自行编撰的中尼双语健康科

普手册，免费开展体检 2000 余人次，辐射半径

300 公里，涵盖尼泊尔西部山区。“现场络绎不绝

的民众，以及大家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充分证

明这次义诊活动真正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再次

感谢你们全心全意的付出。”尼泊尔杰夫楚利市

市长哈里·普拉萨德·纽帕内充满感激地表示。

“什么是幸福？”第十九批援中非医疗队的

年轻医生王佳曾在日记里问自己。在中非首都

班吉近 10 个月里，王佳越来越肯定了自己的答

案，“回首这段日子，从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适

应，到切身地感受到每一位病人的期待，以及自

己全力以赴地为他们付出和提供帮助，我感到

十分充实和幸福，每当听到当地人民说‘中国医

生真棒’，我都无比自豪；每当看到病人竖起大

拇指连连称赞的时候，我都无比欣慰。我们会

接过前辈们传承下来的‘接力棒’，在这条友好

的大道上勇毅前行。”

（本报北京、堪培拉、约翰内斯堡、利雅得

电 记者李欣怡、崔琦、陈效卫、邹松、任皓宇）

六十年援外医疗书写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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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十九批援中非医疗队

队员郝亚波向当地民众演示中医针

灸疗法。

第十九批援中非医疗队供图

图②：一名阿尔及利亚退休护

士手持 27 年前同中国医疗队的合

影照片，和第二十七批援阿尔及利

亚医疗队队员合影。

第二十七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

队供图

图③：第二批援基里巴斯医疗

队放射科医生指导当地医生进行

CT 检查。

第二批援基里巴斯医疗队供图

图④：第二十三批援科威特医

疗队医生为当地患者清创消毒。

第二十三批援科威特医疗队供图

图⑤：第二批援基里巴斯医疗

队在首都塔拉瓦的社区开展义诊

活动。

第二批援基里巴斯医疗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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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60 年来，中国累
计向全球 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万人次，诊治患者
2.9亿人次，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60年来，一批批援外医
疗人员远离祖国和亲人，在异国他乡克服种种困难，用精湛
的医术和温暖的爱心救治了当地无数患者，留下了许多感人
肺腑的故事，展示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加深了中国人民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人民的友谊。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