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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28年不变的坚持

“每天上午 9时到下午 2时，再从下午
4 时到晚上 9 时，一共 10 个小时，周末不
休。”这是喇杰廉日常的坐诊时间。这个
工作习惯，他坚持了28年。

针灸，拔火罐，治疗感冒发烧，解决疑难
杂症，进行岗前体检……平时，喇杰廉和同
事们很少得闲。高峰时期，他们常常一天要
接诊上百名患者；非高峰时期，每天也有几
十人。粗略算算，20多年来，在喇杰廉的医
疗中心接受治疗的病人超过20万人次。

“在伊斯兰堡，中医有市场、有需
求。除了华侨华人，许多当地民众，甚至
其他国家驻巴人员，都奔着中医而来。”
喇杰廉说，正是这个原因，让他在1991年
来到巴基斯坦后，再未离开。

乍到之时，因为语言不通、文化相
异，喇杰廉也曾碰到不少困难。

在巴基斯坦，老百姓大多使用乌尔都
语。“但最初，我只会英语，也没条件聘
请翻译。每次当地患者来看病，沟通都成
问题。”这让喇杰廉颇为头疼。

幸运的是，附近的邻居们都很友善。
一些店主擅长英语，见此情形，主动前来
充当翻译。闲暇时间，他们还教喇杰廉学
习乌尔都语，帮他克服语言难关。有了这
些“热心肠”，喇杰廉留在巴基斯坦长期
工作的动力更足了。

说起如何推广中医，喇杰廉一直坚信，
口碑是最好的广告。平常，为了让患者更
好地了解、接纳中医药，他会耐心讲解中药
的成分、用途，也会在进药时细致检查药物
成分，照顾当地患者的特殊需要。

“患者来我们这儿接受治疗，觉得效
果好，下次就带来他的家人朋友。”渐渐
地，“喇大夫”的名声越来越响，也越传
越远，其他城市的患者纷纷慕名而来。

患者多了，医疗中心规模扩大了，最
初的门面有些不够用。喇杰廉考虑过“搬
家”。最终，他决定，在F10市场附近开一
间更大的门面，但同时保留原有的这间医
疗中心。

“有些外地的患者一两年才来一次，搬
了地方，他们可能就找不到了。我得让这
些‘老朋友’们就诊更方便。”喇杰廉说。20
多年了，他和许多人早已不仅仅是医生和
患者的关系，更是情谊深厚的朋友。

无数“说走就走”的远行

这几年，喇杰廉跑了很多伊斯兰堡以
外的偏远地区，行程万里。水电站、水泥
厂、火力发电站……细数一下不难发现，
他去的这些地方，都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建
设项目。

“我们是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服
务。”说到这，喇杰廉非常骄傲。

自中巴经济走廊开建以来，为了打通

这条经济大动脉，不少中资企业来到巴基
斯坦，许多中国工人成为建设这条走廊的
重要力量。然而，一些工程项目地处偏僻，
医疗条件较差。部分中国工人水土不服，
容易感染疟疾、登革热等当地常见的传染
病，又因语言不通，就医很不方便。

于是，守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者们的
健康，成为喇杰廉的一项新工作，“说走
就走”的远途出诊也随之成为他工作的一
种常态。

有一次，一家正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建
设水电站的中企联系喇杰廉，说工地上四五
十名工人突然出现了拉肚子的症状，但不便
集体去伊斯兰堡看病。听闻消息，喇杰廉立
即备好药物和检查器械，赶赴工地。

“路况不好，我坐了8个多小时的车才
到那里。”喇杰廉至今还记得，刚到工
地，眼前所见就给他极大触动：工地位于
山上，周边人烟稀少，天气阴晴不定，手

机信号时有时无。工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
板房里，穿着雨鞋在隧道里工作。见到远
道而来的医生，大家高兴极了，挨个就诊
领药，还都想和喇杰廉多聊几句，因为平
时太难见到外人。

工人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敬业与乐观深
深打动了喇杰廉。而这样的故事，他经历
了很多。

走的远了，见的多了，喇杰廉想要沿
着中巴经济走廊行医问诊的心更坚定了。
如今，他的医疗中心和不少中资企业建立
了长期合作，他和同事经常奔赴各个工程
现场，为员工做体检、打疫苗，也常在伊
斯兰堡收治突发疾病的中巴工人。

细心的喇杰廉还为许多工地专门准备
了急救箱，里面放着治疗常见疾病的各种
药品，包装盒上印的虽是英语或乌尔都语，
却都贴上了一张中文标签，清晰地注明药
品名称和服用指南。“我还写上了联系电

话，工人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碰到紧急
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也能通
过电话，帮工人们和当地医生沟通病情。”

为中巴工人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
做自己的贡献，喇杰廉乐此不疲。

更多扎根他乡的理由

在喇杰廉的医疗中心隔壁，有一家当
地人开的裁缝铺。前几天，一次闲聊，年
轻的裁缝向喇杰廉感慨：“中巴经济走廊
给我的国家带来了许多好处，我每天都在
期待这条走廊也能让我受益。”

喇杰廉听后笑道：“其实你已经享受
到好处了。你看，过去，即便是在首都伊
斯兰堡，也时常停电，你们不得不因此停
工，还得忍受酷热。现在，水电站、火电
站陆续建起来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明显改
善了？”裁缝一想：“确实如此，我们真得
感谢中巴经济走廊，感谢中国！”

在巴生活20多年，喇杰廉亲眼见证了
中巴合作结出越来越多的硕果，也与当地
老百姓的心越贴越近。

这些年，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繁花盛
开”，“中国热”持续风靡巴基斯坦。喇杰
廉发现，来医疗中心做出国体检的当地学
生和商人明显增多了。越来越多巴基斯坦
民众对中国充满向往，想去留学深造或经
商发展。

“中巴合作给巴基斯坦的就业、教
育、民生等领域带来了许多变化。”喇杰
廉也跃跃欲试，想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牵
线搭桥，为推动中巴医疗合作贡献力量。

2016年底，在他的力促之下，甘肃省卫
计委组织“中医药合作交流代表团”访问巴
基斯坦，与巴卫生部秘书长等官员举行座
谈，商讨在巴进一步发展中医药以及开展
中医教育、中医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可能。

“我的故乡甘肃在中医药发展方面走在
前列，巴基斯坦相关部门的官员则对引进、
发展中医兴趣浓厚。未来，我们合作的空间
很大。”喇杰廉很愿为此探路，为此助力。

就在那次访问期间，喇杰廉的医疗中
心与甘肃省中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挂
牌成立“巴基斯坦岐黄中医中心”。此
后，喇杰廉一直与甘肃省中医院的同行保
持密切联系。每当碰上疑难病例，他都会
和中医院的专家探讨交流。“今年，我打
算邀请一些专家来巴基斯坦开展中医义诊
和相关讲座。未来，也许还能将一些在当
地无法医治的患者介绍到甘肃就诊。我相
信，这对巴基斯坦的患者是一个好消息。”

说到未来，喇杰廉丝毫没有离开巴基
斯坦的打算。“早几年，我曾一度担心这
里的安全形势，想和家人移居其他国家，
但离开没多久，就发现，我放不下这里的
患者，放不下这些可爱的朋友。”而今，
望着自己用心经营的医疗中心，喇杰廉有
了更多留下来的理由——为了如火如荼的

“一带一路”建设，为了中巴人民心心相
印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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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华人医生喇杰廉：

为了中巴人民心心相印的友情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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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巴人民心心相印的友情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走进繁华的F10市场，随便
找人打听一家“中国医生的诊所”，许多当地民众很快就能
指出准确位置。那是他们平常寻医问药的首选之一，那名

“中国医生”更是不少人的老朋友。
这家名为“中国针灸中心”的医疗中心在伊斯兰堡已经

开了28 年，从未间断，甚至连地址和门面都没太大变化。
医疗中心的主人名叫喇杰廉，祖籍甘肃。和本报记者聊起在
巴基斯坦行医多年的经历，喇大夫有说不完的故事。一口浓
郁地道的西北乡音，娓娓道来他在异乡的质朴坚守。

侨 界 关 注

图为喇杰廉 （左） 在“中国针灸中心”接待当地患者。

（照片由喇杰廉本人提供）

图为喇杰廉 （左） 在“中国针灸中心”接待当地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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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是一座知名侨乡，也是一座具有千
年历史的古城。近年来，城市管理者在古城街巷
修复改造中，采取了“微改造”方式，既保留古韵
乡愁，又在守正中创新，令古城焕发生机。

例如，泉州鲤城区金鱼巷在改造中有机植入

咖啡文化、南音戏台和文创空间等，让这条不到
300米的小巷生机盎然，成为泉州古城保护“留人
留形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活”实践的缩影。

图为两名游人在金鱼巷拍摄闽南传统民居
大门上的门神图案。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侨乡泉州：“微改造”唤醒古城

新中国走过70年风雨历程，众多海外学子以不同方
式积极参与中国建设，在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又有一大批留学生循着前辈的足
迹，走出国门，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设起一座座桥梁。

年逾八旬的美国休斯敦大学物理系教授、休斯敦大
学得克萨斯超导电性研究中心教授蒙如玲，是改革开放
后最早一批留美学者之一。

作为中美人文交流的受益者，蒙如玲说：“我很感谢
中国对我的培养。我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国内学
得很扎实。来美国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回忆起初到美国的经历，她仍会唏嘘不已。“休斯
敦几所大学一共有 8名中国访问学者。中国当时经济条
件不好，但大家在学习上都非常用功，成绩不差，这让
美国人感到很惊奇。”

虽然身在美国，但蒙如玲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改
革开放初期，因经济建设需要，中国从美国进口设备。

“有时候，美国商人以次充好，甚至拿二手设备冒充新
设备卖给中国公司。我们当时组织专家，帮助鉴定设
备，避免中方蒙受损失。”

蒙如玲说，在她异国求学的过程中，很多华人在生
活上对她解囊相助，让她铭记在心。1992年，在一群中
国留美学生鼓励下，蒙如玲创办了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并
出任第一任会长。谈到创会初衷，蒙如玲说：“在最困
难的时候，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愿意尽我所能，
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蒙如玲也早
已卸任会长一职，但她仍积极为专家协会出谋划策，希
望专家协会创造机会让大家利用学识和智慧回馈社会，

为中美科技交流贡献力量。
蒙如玲认为，科学家必须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只有

不惧失败、勇于进取、抓住机遇，才能获得成功，因为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第五任会长姚超良，正如蒙如玲
所说，就是一名“有准备的人”。

姚超良国内大学毕业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赴美
留学，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又进修工商管理。从国
际能源企业壳牌公司部门经理，到国内化工企业美国公
司总裁的角色转变，姚超良的事业与中国的发展紧密交
织在一起。

姚超良说，海外华人地位的提升与中国实力的增强
紧密相连。“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对海外华人而言是
个机遇。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能够保持
如此高的经济增速。”

SURGE 能源美国控股公司副董事长关林华在 21世
纪初迈出国门。回忆起当年求学的艰辛，关林华感慨地
说，那时他的留学生活全靠奖学金支撑，“而现在的中
国留学生起点更高、雄心更大”。

新中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历经 40 余载，中国海
外投资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推进，中国留学生群体也从最
初的技术人才向管理精英拓展。关林华说，留学生活和
在欧美国际企业的工作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如今能有
机会为中国发展尽一份力是件幸事。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以前华人没有做过的。我刚
刚加盟的这家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投资规模高达数十亿
美元。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大，给中国投资者提
供更多选择。”他说。 （来源：中国侨网）

与中国发展同行
——访三代留美华人专家

高 路 刘立伟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上海举办侨法宣传月活动

近日，为完善为侨公共服务体系，上海市 2019
年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嘉定专场暨上海市欧美同学
会医学专家义诊活动在上海嘉定区举办。

活动中，市区负责人向基层侨务干部和侨界群
众赠送侨法宣传资料书，并向部分困难侨界群众发
放帮困款。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医务分会 40名医学专
家现场坐诊，为侨界群众看诊、指导用药、普及医
学健康知识。

新侨代表、侨眷代表及侨界志愿者还分别从“见
证：改革开放，城市交融互通”“亲历：建国华诞，各地
风鹏正举”“助力：汇聚侨智，民族砥砺复兴”3个篇章，
讲述了如何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建设之中。

从2004年起，“上海市侨法宣传月”定于每年3
月在全市范围举行，已经成为向全社会宣传侨法，
营造依法护侨良好氛围的重要活动平台。

厦门推广“侨联+高校”智库经验

日前，由福建省侨联、厦门市侨联指导，厦门
市推广“地方侨联+高校”智库经验座谈交流会在厦
门大学举办。

“闽侨智库厦门大学研究中心”由福建省侨联、厦
门市侨联、厦门大学侨联联合共同组建，2018年12月
13 日在厦门大学成立，是率先在全国侨联系统开展

“地方侨联+高校+智库”合作的创新之举。
会上，福建省侨联慰问了为 《侨情专报》 工作

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颁发了在厦门大学的
2018年度全省侨联系统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个
人的证书和闽侨智库增聘专家成员的证书，闽侨智
库厦门大学研究中心亦颁发首批专家证书。

“厦门市侨联将以闽侨智库厦门大学研究中心为
基础和范本，总结提炼‘地方侨联+高校’智库中心
经验，在厦门高校中继续推广深化，进一步发挥高
校人才的积聚优势，加强侨情信息工作，服务大
局，服务地方。”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说。

（以上均来自中国侨网）

浙江省侨商会深入侨企送温暖

当前，随着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变化，侨资
企业正面临许多难题。为更好纾解侨企困难，3月21
日，浙江省侨商会组织会长团及浙江省发改委、浙
江省经信厅、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银保监局等部
门专家和法律顾问团律师一行，赴浙江金华、永康
开展“访侨企送服务”活动，为侨企送上一份“温
暖礼包”，“对症下药”稳定侨企信心。

中国侨商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侨商会会长廖
春荣表示，浙江省侨商会已连续八年组织经贸、金
融、法律等方面专家开展“访侨企送服务”活动，
为330多家侨资企业送去服务，目的是在帮助侨企解
决转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的同时，稳定侨企信
心。当前侨资企业发展机遇良好，也希望侨企能够
克服困难，继续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为侨法宣传月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