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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故事汇▶▶▶
中国援外医疗队60年赓续接力——

跨越山海搭建“连心桥”
本报记者 王美华

追随父亲的足迹

在埃塞俄比亚季马市郊外的一个小山村，一块
墓地被打扫得十分干净，中国首批援埃塞俄比亚医
疗队队长、心血管病专家梅庚年就长眠在这里。“白
衣战士的楷模，中埃友谊的使者”，墓碑上的文字记
录着那段峥嵘岁月。

1974年，梅庚年受命率领一支由13人组成的中
国医疗队，远涉重洋，到达埃塞俄比亚卡法省省会
季马市医院从事援外医疗工作。档案里一则记录可
以管窥这支医疗队曾经的辛苦：7月 25日，医疗队在
季马以东90公里的索戈罗（义诊），一天下来，除去午
饭时间，（医疗队）一刻也没休息，共接诊 313 人次，
人均 78 人次，为 5 个病人做了 7 项手术……援外期
间，梅庚年带领队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用高超
的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也和当地群众结下
了深厚的友情，被当地人称为“中国的白求恩”。

1975 年 8 月，埃塞俄比亚加木戈法省发生严重
旱灾，梅庚年率医疗队奔赴灾区开展援助工作。在
考察完灾区返回的途中，年仅51岁的梅庚年遭遇车
祸，不幸以身殉职，永远留在了这片他热爱的、奋
斗过的土地。

梅庚年牺牲后，当地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
礼，专门建造墓地并立碑纪念，数万名群众涌上街
头，自发为他送行。

“时至今日，每逢清明节，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
使及各批医疗队都去给我父亲扫墓，当地的一户人
家 （泽乌迪一家） 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在无偿为我
父亲扫墓。”梅庚年之子、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心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梅学谦说，父亲的以身殉职使他
有了坚定的念头——到埃塞俄比亚开展援外医疗工
作，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作为医生，我想为当地
的群众服务。作为儿子，我也想到埃塞俄比亚亲自
为父亲扫墓，以尽我的孝心。”

梅庚年离开 23 年后，梅学谦追随父亲的足迹，
也踏上了援非之路。1998年至2000年，梅学谦加入
中国第 10 批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援外工作期间，
他充分利用中国医疗队团队优势，在胸外科、食道
癌、胃肠肿瘤等方面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项目，
填补了受援医院技术空白，并帮助培养技术团队。

数据显示，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支援
外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
医疗队员3万人次，诊治患者近3亿人次，提高了受
援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同时培养医疗人员10万余人
次，留下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梅学谦看来，通过60年持续不断的援助，中国
与非洲众多国家建立了友好的感情，深化了交流，增

进了友谊。“年轻的医生们，希望你们走出国门，到
广袤的非洲大地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贡献自己的心
智，贡献自己的力量！”梅学谦的寄语温暖而有力。

“明星医生”的幸福时刻

多米尼克，一个位于东加勒比海的岛国，距离
中国约1.5万公里。在这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明
星医生”，当地几乎一半居民都认识他，他就是中国
第 2、3、4 批援多米尼克医疗队队员、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德熙。

2019年，吴德熙被选派为援多米尼克医疗队队
员。12 小时时差，地震、飓风频发，火山近在咫
尺，这是吴德熙出发前已经听说的困难。到达位于
多米尼克首都罗索的中多友谊医院后，他才发现，
这里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高，但卫生条件简陋，心内
科医生更是“一医难求”。

日常出诊、查房带教、开立医嘱、参与急诊会
诊，吴德熙积极投入到心血管病患者的救治工作中
去。2021年 5月，吴德熙接到中多友谊医院的急诊
电话，一名 73岁患者心率低至 22次/分，情况万分
危急。查看患者后，吴德熙初步诊断其为急性心肌
梗死，但医院没有异丙肾上腺素，植入起搏器是唯
一能挽救患者生命的治疗方法。在极其简陋的医疗
条件下，吴德熙成功进行了当地首例临时起搏器植
入手术，术后患者病情稳定。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吴德熙意识
到，要真正提高当地医疗水平，救治更多人，需要
在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为此，吴德熙
把帮助培养医生当作一项重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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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医生掌握新的技术、知识和理念。

按照规定，在多米尼克援助的中国医疗队员每年
都会轮换，但由于表现突出，当地盛情挽留，吴德熙一
留就是 3 年。从 2019 年 6 月到 2022 年 10 月，一千多
个日夜，吴德熙诊治患者超过5000人次。

开展第一例动态心电图监测、第一例动态血压
监测，制定当地首个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溶栓
的标准抢救流程……3 年来，在国家和广东省的支
持下，吴德熙开创了多项“多米尼克首例”。2021
年 5 月，多米尼克首个心血管专科在中多友谊医院
挂牌。多米尼克卫生部部长麦金太尔致辞表示：“今
天我们见证了多米尼克卫生系统的一个里程碑。”今
年7月7日，中多心血管影像学中心和远程医学中心
在中多友谊医院启动。12天后，吴德熙和多米尼克

医生在中多友谊医院开展了当地第一例心脏增强核
磁共振检查。

吴德熙说，在这里推动当地医疗水平提升，本
质上只因那份最纯粹的初心——他是一名医生，想
要救更多的人。由于诊治过的患者众多，吴德熙在
多米尼克出门买菜、散步时，常常遇到当地人热情
地喊他“Doctor Wu”，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最受欢迎的人”

没有加压输液器，就用自己的双手去加压输
液；用自制腹带为术后患者保护腹部；为骨折患者
自制牵引架——这是先后 6次、近 10年援卢旺达的
中国医疗队队员、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外科主任
李俊升的选择。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的东非高原。由于全
境多山地和高原，地表起伏不平，素有“千丘之国”之
称。2007年8月，李俊升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被派驻
卢旺达，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 6次在中国援
助卢旺达的马萨卡医院和基本戈医院工作。

为何多次参加卢旺达援外医疗？李俊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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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实实在在帮助当地患者解除病痛。

揣着这份朴素的初心，在近10年的时间，李俊
升和队友们扎根非洲，克服工作条件艰苦，气候环
境、饮食等不适应，出门诊、查病房、值守24小时
急诊、开展高难度手术，填补当地医疗技术空白。

因为缺乏临床微创医疗设备，李俊升和队员凭
借过硬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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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些；有的
患者术后因经济困难无法加强营养，中国医生就把
自己的餐食送给他们……“刚开始，当地患者可能怀
疑我们能否看好病，后来发现中国医疗队员能实实
在在帮助他们，真心真意地为他们治病、解决病痛。”
李俊升说，中国医疗队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敬重和信
任，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随着中国援助非洲医院和医疗点数量的不断增
加，前来就诊的当地患者越来越多。以卢旺达基本
戈医院为例，以前每年就诊的患者有一两万，现在
能达到三四万。同时，援助医疗设备不断升级，大
大方便了医生们在受援医院的工作。以前血液科只
能做血尿便常规检测、疟原虫涂片检查等，现在可
以进行血液生化、激素水平测定、疟原虫免疫反应
测定等，原来的黑白超声也换成了彩色超声。此
外，李俊升和队员们带教的学生不少已经成了科室
骨干，他们把中国医生的管理理念、治疗理念贯穿
在日常工作中，提升了当地的医疗水平。

援非近 10 年，李俊升累计诊治患者 1.2 万余人
次，完成手术 2500 多人次，救治危重病患 200 人
次。他说，作为一名中国医生，在异国他乡看到需
要救治的病人，能竭尽所学帮助他们祛除病痛、挽
救生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祖国亲人，足迹遍布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有这
样一支队伍，3万余人次60年赓续接力，诊治患者近3亿人次……他们就是救
死扶伤、在国际社会广受赞誉的中国援外医疗队。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6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援外医疗
队队员跨越山海，全力以赴为当地患者提供医疗援助。他们以医者仁心，在
异国他乡温暖人心，架起了促进民心相通的友谊桥梁。

《数智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报告》发布

“多亏了医生们快速作出诊断和
抢救，才让我捡回了这条命。”回想起
前段时间的“生命接力”，湖南省资兴
市州门司镇波水村的何大爷仍久久不
能平静。

不久前，69 岁的何大爷因胸闷胸
痛到波水卫生院就诊，医生立即用微
型心电图机采集心电信息，并上传至
资兴市“心电一张网”系统。1 分钟
后，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电诊疗中
心值班医生完成心电图审核，进行危
急值报警。同时，医院胸痛中心立即
一键启动，相关科室马上进行术前准
备，急救车辆双向对开。何大爷从到
达医院至血管开通仅用了37分钟。

何大爷顺利得到救治，得益于资
兴市打造的市乡村胸痛救助一体化模
式建设。

资兴市大部分乡镇地处山区、库
区，存在偏远地区群众急性心梗得不
到及时救治的问题。对此，2018 年，
资兴市启动市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建设，2023 年 5 月通过国家基层版胸
痛中心认证，正式成为中国胸痛中心
的一员，胸痛中心全域模式全面实
施。5年来，该市高位推动胸痛中心建
设，成立胸痛中心委员会，积极整合医
疗资源，充分发挥心血管内科、急诊科、
医学影像科等多学科协作优势，配备专
业医疗设备，引进、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实现从患者发病、院前急救、120 转运、
入院检查、紧急抢救等过程无缝对接。

抢救心梗患者，关键在于打通医
院内外多个环节，构建从发病到救治
的全程绿色通道，让患者在120分钟黄
金救治时间内得到抢救。为此，资兴市
建设了覆盖城乡全域的胸痛“心电一张
网”平台，将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的相
关医务人员全部纳入其中，添置 100 台
微型心电图机，免费发放到全市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
诊所。市胸痛中心全天候迅速反馈心
电图结果，建成了以众科室联动、多
学科互补、跨地域协作、高科技赋能
为主基调的覆盖全域的胸痛专科联盟。

同时，资兴市秉承“胸痛患者优
先”和“先诊疗后付费”的理念，同
步打造胸痛“救治一张网”，推进急性
胸痛疾病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急救
车辆双向对开“同步响应机制”，让患
者的信息在院前、院内实现共享，提
升抢救与转运能力，实现医疗资源的
优化整合、全面共享。

“我们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加快构建‘预防、医疗、康复一体
化整合型’的新型健康服务体系，真正体现了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的惠民便民政策福利，缩短了基层群众急危心血
管疾病的诊治时间，为群众开辟了一条急性胸痛救治的绿色通
道。”资兴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吴政斌介绍，该“全域”模式建
设以来，全市已收治急性胸痛患者 5000 余例 （急性心梗 500 余
例），治疗好转率99%，其中高危胸痛患者好转600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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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在埃塞俄比亚季马市，祖迪埃·海勒
（左）和弟弟西塞在梅庚年墓前合影。

祖迪埃·海勒的父亲泽乌迪曾是梅庚年的患者，
也是他的朋友。梅庚年殉职后，泽乌迪捐出自家的
地作墓地，坚持为他守墓。泽乌迪去世后，他的女儿
祖迪埃·海勒铭记父亲嘱托，继续为梅庚年守墓。

新华社记者 王守宝摄

2019年8月，吴德熙在中多友谊医院的外科病
房带教当地医学院学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供图 （新华社发）

2022年 1月，在卢旺达东方省基本戈医院手术
室，李俊升为患者做手术。

国家卫生健康委供图 （新华社发）

健康视线 家庭医生风雪入村庄

连日来的低温雨雪天气，致
使重庆市黔江区高海拔山区出现
降雪和冰冻寒潮。冬季是呼吸道
疾病的易发期，黔江区卫健委组
织家庭签约医生，深入农家，了解
村民的健康情况，免费测量血压、
血糖，帮助村民健康过冬。

图为12月19日，在黔江区白
土乡三塘村，家庭签约医生在去
村民家了解情况的路上。

杨 敏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陈渡归）日前，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智慧医
养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智
慧老年友好社会建设论坛在京举
行，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副院长左美云发布了《数智时代老
年人社会参与现状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

《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智慧
养老研究所与中移智库联合制
作。《报告》将老年人社会参与场景
分为“居家生活”“文体活动”“交通
出行”“健康支持”“日常消费”“办
事服务”“老有所为”与“人文环境”
八大场景。其中，“健康支持”是老
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基石。

《报告》提出，当前老年人“健
康支持”相关政策与改造活动多围
绕家庭、社区、社会三个环境展
开，家庭环境中智慧技术建设与
改造是为了让老年人在几乎“无感
知”的情况下，享受自动化的监测

与相应服务；社区环境中的智慧
技术带来的便利是降低老年人在
自己熟悉的社交环境中参与社会
的难度，保障老年人的健康与安
全；在社会环境中，智慧技术可
以实现在线医保结算与家庭医生
远程问诊等流程，降低老年人主
动寻求健康支持服务的难度，帮
助老年人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健康
支持服务的各个环节中。

会上，中移智库还发布了《中
国银发群体大数据洞察报告》。该
报告指出，在信息服务日益普及与
适老化建设积极推进下，我国 50
岁及以上银发群体已初步跨越基
础 使 用 门 槛 ，日 均 在 网 时 长 与
2020 年相比增幅高达 60%。地图
导航、短视频、资讯、综合购物等
APP的使用显著增加。未来，增强
传统服务触点支持、提升数字出行
及数字就医能力等，是 65 岁以上
老年人需要支持补足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
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各学校利用大课间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在
丰富校园生活的同时，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图为石家庄市仁华小学学生近日在大课间进行体育运动。
张晓峰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