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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31 日，2018 中国
援助马达加斯加“光明行”项目拉
开帷幕。中国眼科专家们前往当地
医院，为200名马达加斯加白内障患
者进行免费手术。手术结束后，价
值 25 万美元的所有药械、设备无偿
捐赠给了当地医院。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茸
表示，“光明行”项目是“中非公共
卫生合作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几
年来该项目在喀麦隆、毛里塔尼
亚、苏丹等非洲国家成功开展，惠
及数千非洲白内障患者，为中非医
疗合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明行”让患者重见
光明

早晨7时不到，白内障患者及其
家属接踵来到马达加斯加首都约瑟
夫医院，站在走廊内等待接受远道
而来的专家们的检查。“你好”“谢
谢”！他们看到统一着装的中国医
生，热情地打起招呼。

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将自己的
病历交给医护人员，然后穿上带有

“光明行”标志的衣服。衣服的袖口
印有中马两国的国旗，象征着两国
之间的友谊。

患者手术前，要由专业护士对
其进行眼部消毒。之后，他们会躺
在手术台上，由中国医生为其手
术，马方医生在旁协助。

为了方便交流，每台手术进行
期间都配有翻译。这一方面是为了
确保手术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是
协助中国专家培训马方医护人员。
这也是“光明行”这一国家品牌项

目的主要任务之一——让当地的医
护人员“学起来”，让医疗设备“活
起来”，更好地造福当地人民。

在 2018 中国援马达加斯加“光
明行”项目进行的第6天，中国眼科
专家们已经在这家医院进行了近100
例的白内障手术。这一天，迎来了
一名8岁的小男孩，他患有双眼先天
性白内障，戴上眼镜左眼视力只有
0.1，右眼视力也仅有 0.4。眼科专家
考虑到，患者年龄小，手术难度
大，于是制定了一套全麻状态下的
手术方案，取得圆满成功。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100岁
的老人，他双耳失聪、双目失明，
但他坚决要做手术。在两名工程师
的帮助下，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了
病床，专家们随即对其展开检查，
最终决定为其实施手术。术后，这
位百岁老人恢复了视力。

人们向中国专家竖起
了大拇指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鲍永
珍教授长期从事眼科临床、教学和
科研工作，是国内知名眼科专家。
她是中国政府援非“光明行”项目
组组长，先后赴多个非洲国家进行
眼科巡诊和白内障手术。

她抵达马达加斯加后接诊的第
一位患者，是一位 82 岁的老人，手
术非常顺利。第二天，老人在女儿
的搀扶下接受术后检查，当纱布揭
开的那一刻，她感到眼前豁然开
朗，非常激动。

看 到 这 位 老 人 的 左 眼 恢 复 良
好，来自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张文

芳教授又为她检查了右眼，专家们
随即决定对老人的右眼也实施手术。

张文芳教授现任兰大二院眼科
中心主任，曾荣获“中华眼科学会
奖”和“中国眼科医师奖”。她擅长
视网膜脱离手术、复杂的眼外伤手
术、眼内异物取出术、复杂视网膜
脱离手术和玻璃体切割手术。这几
天前来问诊的马达加斯加白内障患
者，多由张文芳教授对其进行术前
和术后检查。

82 岁老人的右眼手术是由同样
来自兰大二院的陈盛举主任医师操
刀完成的。由于已经见识过中国医
生的专业水平，这位老人表现得很
镇定，手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
完成了。

陈盛举是此次“光明行”活动
的主刀医生之一。他遇到了一个特
殊的病例：一位 23 岁的小伙子在 5
个月前右眼受外伤，角膜有血染，
瞳孔存在粘连现象，玻璃体也浑
浊。在团队翻译王珺逸的帮助下，
张文芳教授和来自北大人民医院的
元力副教授向他解释了病情，小伙
子最终决定做手术。手术由陈盛举
主刀，进展顺利。手术结束后不
久，医生查看效果，惊喜地发现，
小伙子的右眼已经能看清一米开外
的手指。而在手术前，他的右眼近
乎失明，仅有光感。这样的场景每
天都在手术室内上演。

由于空调不给力，消毒高压锅
令整个房间非常闷热，汗水一层一
层地渗透了衣服。但专家们在这里
一待就是一整天。高超的技术，加
上认真的态度，中国眼科专家的名
声在当地越传越远。许多患者看到
周围的人在短短的一天内就恢复了

视力，纷纷前来咨询。做过手术的
患者都觉得很神奇，纷纷向中国专
家竖起了大拇指。

此次“光明行”项目的团长、
甘肃省卫计委高翔处长表示，从
1975年8月开始向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派遣第一批医疗队至今，中国援马
医疗队已走过43载不平凡的历程。

“谢谢中国”的话语不
时响起

杨小茸大使、世界卫生组织驻

马达加斯加代表夏洛特·恩迪亚耶以

及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官员一行

前往约瑟夫医院探望病人，并前往

手术室观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

加人工晶体植入术。据介绍，手术

室内所有的设备，大到手术台、显

微镜和超乳机，小到手术服及口

罩，都是不远万里从中国带来的，

相当于搭建了一个全新的手术室。

观摩完手术后，杨小茸大使亲
自为一位患者揭开纱布。这位患者
的视力恢复良好。他高兴地说：“感
觉自己有了一双 18 岁的眼睛，谢谢
中国！”

“谢谢中国”，这句简单的话语
不时在医院里响起，也响在每一位
前来就诊的白内障患者心里。短短
几天，中国专家成了当地人眼中的

“魔法师”。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长安德

里亚马纳里武称赞中国眼科专家给
马达加斯加带来了光明，并向他们
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他表示，中国
是发展中国家的标杆和榜样，马达
加斯加将跟随中国的脚步，努力去
追求光明。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幅员 3200 多平方公里的江津，在重

庆既是工业大区又是农业大区。”请问其中的“幅员”用

得是否妥当？谢谢！

重庆读者 金仰先

金仰先读者：

“幅员”的“幅”最初指布匹等的宽度，后来也泛指宽

度，如“振幅”。“幅员”的“员”最初指圆形，古汉语中也

指周围、四周。如《诗经·商颂·玄鸟》中说“景员维河”，意

思是名字叫“景”的山周围都是大河。

“幅员”指国家的领土面积。例如：

（1）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

国执政，没有铁的纪律规矩，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被

削弱，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

（2）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风土人情和

语言习惯。

（3） 我国地域宽广，幅员辽阔，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

习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千姿百

态，故药膳的使用也有所区别。

（4） 我国幅员辽阔，对于乳企来说，工厂和牧场所处

地理位置决定了产品的品质。

（5）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古镇约有上千个。

《现代汉语词典》中指出，“幅员”用来表“领土面积”，

而“领土”用于国家，是国家的构成要素。《辞海》 中说，

“幅员”指“疆域”，而“疆域”则指“国家领土 （着重面积

大小） ”。因此不宜用“幅员”来指国内某个地区的面积。

您提到的“幅员3200多平方公里的江津”宜写成“面积

3200多平方公里的江津”等。另外，从例（1）至例（5）可以看

出，“幅员”常跟“辽阔”搭配，“幅员辽阔”是习见说法。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社 交

阿塞拜疆人性格豁达开朗，热情诚恳，重视礼貌礼
节。他们重视家庭，爱护子女，敬重老人，有事必与长者
商量，用餐让老人坐上座，事事照顾老人。

社交场合，阿塞拜疆人与客人相见、告别，多以握手
为礼。与亲朋好友相见，一般以右手按胸，施 30°鞠躬
礼，互相问候后，再施握手礼。女性则习惯互吻对方面
颊；较熟悉的同事或朋友见面和分别时，常常贴面或亲吻
面颊。家庭成员间，长者吻幼者的额头或眼睛，幼者则吻
长者手背。

应邀做客或参加欢庆活动，常送女主人鲜花。日常生
活中，形成了以右为尊的习惯，如端饭、敬茶等动作，必
使用右手，穿衣先伸右臂或右腿，出门进门，迈右腿。

服 饰

阿塞拜疆人在对外场合多穿西装，民间活动则以民族
服装为主。男子的民族服装是，白色短袖衬衫、宽裆裤、
长外衣，腰佩短剑或弯刀，戴毛皮高帽，穿毛袜、软皮靴。
女子穿艳丽的齐腰棉布衬衫和紧腰身、带褶的长裙。出门
上街时，还要戴上一顶不高的小帽，披上丝绸头巾和披
肩，穿毛袜和平底皮鞋。饰物有金丝耳饰、手镯、项链等。

饮 食

阿塞拜疆人的食材，主要是牛、羊、家禽等肉类以及
里海的鱼类和各种蔬菜。他们的传统面食是面包、烤大
饼、小饺子汤，配合葡萄叶包肉馅、奶油、酸牛奶等一起
吃。早餐一般有油煎肉卷，用葡萄或桑葚做的果酱。肉菜
里喜欢掺些栗子、杏干、葡萄干和青菜。早餐必喝红茶，
喝法是将糖果和颗粒较细的方糖含入口中，再喝茶，而不
是将糖泡在茶水中。各种咸奶酪可直接食用，也可就饼一
起吃。小西红柿、黄瓜等蔬菜，通常是蘸咸盐吃，喝酸奶
时，也有人会撒点盐。

阿塞拜疆的特色美食是干酪薄饼和土豆鲟鱼里脊肉。
薄饼夹肉末配以酸奶，口感焦香、柔韧、润滑，颇受人们
青睐。土豆鲟鱼里脊肉中的鲟鱼，介乎于生熟间，口感颇
佳。

社交场合，当地人使用刀叉餐具，而在日常生活中，
惯于用手直接抓取饭食。节日或家庭喜庆日，喜吃手抓
饭、烤制的甜食。饭后甜点，如冰激凌、蛋糕等，甜度浓
烈。

当地盛产石榴、葡萄、西瓜等水果，质量上乘。节假

日，人们喜欢聚会和举办宴请活动。宴请时并不禁酒，但
多不劝酒。

婚 俗

阿塞拜疆人的婚礼大操大办，各式烤肉、抓饭、面

包、糖果、饮料供应充足，新人一一向客人敬酒。

最吸引眼球的习俗有二：一是杀鸡。新郎前往迎亲，

到达新娘家门口，会安排人杀一只鸡。当地习惯，鸡血象

征一切倒霉的事，在婚礼开始之前，让鸡血在大门外洒

尽，意味着把所有的不幸挡在门外，以使婚姻圆满幸福。

二是钱雨。婚庆仪式一般上午10时开始，会持续到深

夜。客人一批接一批，络绎不绝，川流不息，人数往往达

数百。客人送红包，5 到 50 马纳特 （人民币约 20 元至 200

元） 不等。每当音乐响起，人们开始跳舞时，就会从各自

口袋里掏出纸币，抛向舞场上空，顺着舞者扭动的身驱，

抖落在地上。因此，每次舞蹈，都会下一次钱雨。现场会

有专人负责捡拾、清理“雨钱”。

春 节

3月 20日至 21日，是阿塞拜疆人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

诺鲁孜节，即春节。过节时，人们习惯将鸡蛋染成红色，

以象征吉祥如意，喜事临门。他们喜欢绿色，节日来临之

际，常常在盘子里种养麦苗。绿油油的麦苗，表示春天来

临。传统的拜火仪式，一般是在节日开始前4周的每个星期

二举行。孩子点燃篝火，并在上面跳过至少3次，最好是7

次，以冀避祸消灾。节日前夕，要去墓地拜谒先人。

节日期间，邻里互相拜贺，互送礼物，小孩子们则会

到各家上门讨要糖果等，并将收到的礼品放在帽子里。节

日以欢庆的公共舞会、民间乐队表演、民族体育竞赛等方

式结束。

忌 讳

阿塞拜疆人认为左手卑贱，不可传递东西或食物。忌
讳数字“13”，认为“13”兆凶，会给人带来不幸和灾祸。
厌恶黑色，认为黑色不祥。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亲爱的读者朋友：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

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举世瞩目。很多人都

是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即使身在海外，也能深刻感受

到中国的日益强大。

为了展现中国 40 年的辉煌成就，本报“读者桥”版拟

推出“海内外读者看改革开放 40 年”栏目，欢迎广大读者

踊跃投稿。

具体要求如下：

1、用第一人称，以前后对比的写法，以讲故事的形

式，反映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变化、取得的成果

等，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

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成就、“一带一路”建设、中

国技术在国外的应用等，表现浓浓的爱国情怀。

2、讲述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在国外的工作、生活变

化。以自身的认知和体验，反映中国的日益强大对华侨华人

的积极影响、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走出国门工作学

习的机会越来越多、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方

式以及择偶方面的变化，等等。

3、篇幅限 1500 字左右，附上本人简历及本人电子版生

活照一张。注明本人或亲友的国内地址邮编，以便于寄送样

报和稿费。

征稿从即日开始，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结束。稿件请传

至hwbdzyd@yeah.net邮箱。

联系人：张燕萍

电话：8610-6536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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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阿塞拜疆礼俗
马保奉

带给人们光明的“魔法师”带给人们光明的“魔法师”

援助马达加斯加“光明行”专家——

征 稿 启 事

节日里的阿塞拜疆妇女。
托菲克·巴巴耶夫摄 （新华社发）

杜晓菲 文 陈司楠 图

患者手术后第二天，到医院进行术后检查。患者手术后第二天，到医院进行术后检查。

8岁小男孩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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