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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街道

黎明社区山水居小区两户居民，因楼房漏水发

生争执。事情发生后，社区第六网格专职网格

员翁玉静很快赶来现场调解。由于双方各执

一词，翁玉静上报后，请来第三方机构鉴定，最

终推动双方达成一致。

黎明社区地处淮南市中心城区，现有居民

近万人，共有 5 个小区。“很多矛盾纠纷都是邻

里小事，如果不及时化解，任其发展下去，会影

响 邻 里 关 系 。”社 区 干 部 、网 格 长 张 慕 悦 说 。

2021 年下半年，黎明社区试点网格化治理，将社

区划分为 9 个网格，成立网格党支部，并由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兼任网格长，配备专职网格员。

如今，翁玉静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巡查网

格，及时发现问题，并通过手机上的“E 治理”平

台第一时间上报。“以前，物业纠纷比较多，投

诉量大。现在得益于网格员主动发现并解决

问题，投诉量大大下降。”洞山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胡传松说。

按照“规模适当、边界清楚、责任明确、便于

管理”原则，淮南市统一设置综合网格 4889 个，

推动党建、综治、民政、消防等各类网格多网合

一、互联互通。如今，淮南市已建立 894 个小区

（网格）党组织，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4.2万个。

在淮南市八公山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大厅，12 个开放式窗口集聚了公检法、信访

等 部 门 ，可 实 现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一 站 式 ”解

决。设置在这里的区级网格化“E 治理”平台，

集成基础信息录入、网格事件上报、可视化指

挥 调 度 等 功 能 模 块 。 通 过 建 立 数 据 共 享 机

制，平台与多个部门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

元共享”。

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位于老城区，曾作为

煤炭主产区而兴盛。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

整，辖区企业流失，矛盾纠纷时有发生。为此，

毕家岗街道依托网格员常态化开展“敲门进万

家”行动，着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根据

前期网格员收集到的居民就业问题，我们加大

了产业培育力度，布局食品加工、文旅康养和

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吸纳本地就业人群。”八

公山区委政法委书记徐杰说。

“为服务群众搭建平台，为化解矛盾打通渠

道，网格化治理、网络化赋能夯实了平安建设的

基础。”淮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文见宝说。

安徽淮南市设置综合网格4889个

明确网格责任 优化基层治理
本报记者 韩俊杰

同上大思政课，点亮理想之

光。 10 月 14 日，“把青春华章写

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

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四川大

学举行。

紧扣“爱国主义和青春奋斗”

主题，本次活动以“校长开讲”为

序篇，“锦水含章”“源浚流长”“青

春登场”“万千气象”4 个篇章依次

展开。30 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

年 代 表 用 亲 身 经 历 与 学 生 们 对

话，共赴一场青春之约。

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以组成

川大校旗的红、灰、白三种颜色为

主线，将川大青年的奋斗故事娓

娓道来，勉励当代青年以青春之

我砥砺奋进。

三 苏 祠 博 物 馆 文 博 研 究 馆

员 徐 丽 通 过 讲 好“三 苏 ”家 风 故

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在青年心中落地生根；四川大学

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四川大

学 考 古 文 博 学 院 教 授 黎 海 超 带

领团队一道，用创新赋能文博考

古 工 作 …… 这 群 年 轻 人 用 汗 水

将青春华章写在大地上，在各自

领 域 交 出 了 一 份 优 异 答 卷 。 一

段 段 真 诚 讲 述 、一 个 个 动 人 故

事，成为这堂大思政课最有温度

的教材。

活动现场，有关单位负责人

还 为 参 与“ 复 兴 志 报 国 行 ”大

学 生 思 政 实 践 活 动 的 高 校 代 表

授牌。大思政课优秀案例征集、

“与科学对话”科学家精神思政

课、“青春大讲堂”思政活动等同

步启动。

走进四川大学，一棵百年皂

角 树 映 入 眼 帘 。 树 旁 是 一 座 占

地 面 积 约 700 平 方 米 的 江 姐 纪

念 馆 ，是 革 命 烈 士 江 竹 筠（江

姐）在 校 读 书 期 间 生 活 的 女 生

院所在地。如今，这里成了学校校园红色文化的标

志性场所。从江姐纪念馆到川大烈士纪念碑亭，从

校史展览馆到历史文化长廊，近年来，四川大学充分

运用红色资源浸润思政课堂，不断推动思政课高质

量发展。四川大学重点打造江姐纪念馆、“江姐在川

大”舞台剧、“江姐”荣誉班等红色文化教育品牌，编

撰了四川大学革命英烈系列丛书，建设网上红色资

源库，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

设置“微党课”互动、结合生动事例讲述、融合设置

教学专题……“我们专门制定实施方案，将党的创新理

论融入课程，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水平，形成了系统的

大思政课教学体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

记李栓久说。

为让大思政课更加生动，四川大学还组织了“名师

劳模进讲堂进课堂进社区”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周

志成走进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姐班党支部参加主题

党日，给同学们带来了开学第一课；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带头人蒙媛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展现新

时代工匠风采；全国劳动模范其美多吉与学校教师一

起，共同为本科生上思政课，让青年学子们近距离感受

到榜样的力量。“我们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注重发挥

川大红色资源优势，着力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

台’、建好‘大师资’，打好各方协同育人‘组合拳’，激发

青年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四川大学党委书

记甘霖说。

讲好大思政课，激发网络正能量，“把青春华章写

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已先后于 2021 年、2022 年分

别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举行。通过不断创新思政教

育方式，该活动激发大思政课育人活力，让广大青年在

深学笃行中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把青春华

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越来

越强，该活动以网络精品打造青年课堂，把握青年用网

习惯，引导青年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启智润心。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

主任庄荣文表示，讲好新时代网上大思政课，要心怀

“国之大者”，以网上强音奏响青春乐章，紧紧围绕新时

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引导青年厚植爱国情怀、砥砺

本领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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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第十九批

援助中非共和国的中国医疗队队员回信指出：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援外医疗就是

生动的体现。希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大力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

人民，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60
年来，一代又一代援外医疗队队员牢记党和祖

国的重托，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的

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

务，促进了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健

康水平提高。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也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1963 年，我国

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60 年

来，我国累计向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

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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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广泛赞誉。目前，援

外医疗队在全球 56 个国家的 115 个医疗点工

作，其中近一半在偏远艰苦地区。

仁心仁术 救死扶伤

“ 医 学 没 有 国 界 ，救 死 扶 伤 是 医 生 的 天

职。”这是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

医师徐长珍的铿锵誓言。

她曾先后 4 次赴阿尔及利亚援外医疗，和

队友们共开展手术 1.5 万余台次，抢救危重病

人 780 多人次，用仁心仁术谱写了一曲曲生命

之歌。

1993 年 11 月 24 日，徐长珍到达阿尔及利亚

首都阿尔及尔。当天深夜，蒂格尼夫医院来了

一名重度胎盘早剥、失血性休克的孕妇，面色苍

白，血压为 0，生命危在旦夕。徐长珍取出胎儿，

剥除胎盘止血，但新生儿窒息，心跳微弱，没有

呼吸。在吸痰器等抢救设备缺乏的情况下，她

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子，口对口吸出新生儿口内

的羊水和分泌物。很快，新生儿皮肤变得红润，

开始有了呼吸，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手

术室一片欢腾，产妇和孩子平安脱险。

2010 年 9 月 ，徐 长 珍 再 次 接 到 援 外 任 务

通知。此时，已退休的她毅然第四次踏上援

外之路。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主任医师李俊升

援非近 10 年，用无疆大爱守护了卢旺达 1.2 万

名患者的生命健康。

2022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在卢旺达东方省

基本戈医院手术室，李俊升正在为一名中年男

子施行双侧腹股沟疝修补手术，一个多小时

后，手术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在另外两间手

术室，妇产科医生陈鸿友与卢旺达同行合作，

为一名妇女进行紧急剖宫产手术；骨科医生马

晓峰在为一名少年进行切除手部肿块的外科

手术。这是中国第二十二批援卢旺达医疗队

队员工作的情景。

李俊升先后 6 次到卢旺达援外。他说：“卢

旺达非常需要医生，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经常

得不到及时治疗，我们能实实在在帮助当地患

者缓解病痛。”

每周二和周四是中国医生的手术日。李

俊升在每个手术日平均要完成 6 台外科手术，

最多的时候要做 8 台，经常下午两三点才能吃

上午饭。由于缺乏微创设备，中国医生靠过硬

的技术，把刀口尽量开小一点；危重患者术后

没有 ICU 护理，医生术后查房频率要更高一

些，看护时间更长一些；有的患者生活拮据，术

后没有条件加强营养，中国医生就把自己的餐

食送给患者。

佟玲是天津市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曾 4 次参加援外医疗队。1995 年 9 月，佟玲首

次来到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市的达郎盖

伊医院工作。很快，她为当地一名 70 多岁的老

太太做了白内障手术，整个过程不到 20 分钟。

术后第二天，当老太太掀开纱布，兴奋不已，出

院后便让儿子带着水果感谢中国医疗队。

中国医疗队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

德，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高度赞誉，架起

了一座座友谊的桥梁。

不畏艰苦 患难与共

在病毒肆虐时救治危重患者，在艰苦环境

中填补医学空白……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中

国医疗队的身影。

2011 年 6 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医

院主任医师卢建林参加了中国第二十四批援

桑给巴尔医疗队，带领 20 名队员远赴非洲，展

开一场跨越万里山海之旅。

一名患者需要切除增生的前列腺，微创手

术是最佳选择。当地医生告诉卢建林，医院有

一套旧设备。卢建林一看，不仅锈迹斑斑，镜

子也不配套，只能看到 12 度视野，而这样的手

术通常需要 30 度视野。于是，卢建林在狭窄的

视野中，小心翼翼地操作电刀。老旧的电刀并

不锋利，每切割一块组织，都要将刀头拿出来

刷洗。手术结束，卢建林已是汗流浃背。

2014 年 3 月，非洲暴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

情。之后数月，几内亚疫情愈加严重，感染人

数激增，病死率极高。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

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常带领中国第二十

四批援几内亚医疗队远赴重洋，深入一线抗击

埃博拉病毒。

“有些人因为埃博拉走了，中国人却因为

埃博拉来了。”这句流传在当地的话，是对中国

医疗队的最好褒奖。

为帮助非洲国家有效应对埃博拉疫情，中

国政府提出无偿帮助几内亚培训 1000 名公共

卫生师，北京市派出了 6 批 12 人次的公共卫生

专家赴几内亚等国执行防控和培训任务。第

二十四批援几内亚医疗队与北京公共卫生专

家组临危受命，共同组成培训团队，负责开展

几内亚的埃博拉防控培训任务，协助受援国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普及防控知识。

2016 年至 2018 年，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机

关服务中心主任王俊辉担任援刚果（金）医疗

队队长。此间，刚果（金）两次发生埃博拉疫

情。中国医疗队迅速建立了检测、预警、报告

等机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020 年 5 月，为帮助防控新冠疫情，中国

援助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先后到达了刚果（金）、刚果（布）、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总行程 3.5 万公里。

中国医疗专家组除了每天 5 个小时的睡眠时

间，其他时间都在工作。他们的辛勤付出，得

到了高度认可。

同心抗疫，友谊弥坚。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叔叔，我离你很远，我什么时候去看门诊

都可以吗？”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一名患儿眨

着大眼睛问。

“中国医生一直都在。就算我走了，还会

有别的叔叔在那里等你。”一名中国医疗队队

员回答。

60 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挽救了无数患者

的生命，极大提高了受援国医疗技术水平，培

养医疗人员 10 万余人次，留下了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中国与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6 家

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共建 25 个临床重点专科中

心，填补数千项技术空白。

2019 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医师吴德熙被选派为援多米尼克医疗队

队员。在中多友谊医院援外 3 年，他和队员们

先后救治 5000 多名患者，开展多项新技术，并

创建多米尼克首个心内科。

2021 年 5 月 7 日，吴德熙接到中多友谊医

院急诊电话，一名 73 岁的女性患者心率只有

22 次/分，请求心内科医生紧急会诊。他查看

患者后，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在医疗条

件有限的情况下，吴德熙成功地进行了多米尼

克历史上首例临时起搏器植入术，术后患者病

情稳定。

心血管疾病是多米尼克的高发病。吴德

熙发现，当地医生大多主修全科或内科，心血

管疾病诊治经验普遍不足，导致误诊率和漏诊

率较高。由于没有心血管专科，一旦罹患疑难

杂症，或是需要进行动态心电图和动态血压监

测检查时，患者就只能到附近国家就医。

为了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吴德熙把帮

助培养医生当作一项重要工作。他先后举办

多场心血管专题讲座，在临床上悉心传授经

验，帮助当地医生考取心血管内科专科医生资

质。他还被当地的诸圣医科大学聘为心血管

专科导师。

2021 年 5 月，多米尼克首个心血管专科在

中多友谊医院挂牌。2023 年 7 月 7 日，中多心

血管影像学中心和远程医学中心启动仪式在

中多友谊医院举行。2023 年 7 月 19 日，中多友

谊医院成功开展了多米尼克第一例心脏增强

核磁共振检查，标志着多米尼克心血管专科迈

入新阶段。

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儿科主任郎

志存，曾两次参加援贝宁医疗队。作为儿科专

家，他不仅利用现代医疗技术挽救了许多患儿

的生命，还将针灸这一中国传统医疗技术带到

当地医院，使当地患儿得到更多有效治疗。

为了让贝宁人民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郎

志存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在贝宁洛克萨中心医

院建立“贝宁（洛克萨）—中国（银川）远程会诊

中心”和“远程心电诊断中心”，并首次使用远

程会诊系统进行专家会诊，同时在远程视频指

导下为贝宁一名巨大甲状腺肿瘤患者进行了

手术，成为我国援外医疗队应用“互联网+医疗

健康”的典范。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援外医疗队勇

于担当、不辱使命，在人类医疗卫生合作史上

树立了典范，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用大爱谱写和平友谊之歌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巡礼

本报记者 白剑峰

2011 年，徐长珍在阿尔及利亚赛伊达妇产医院的新生儿室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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