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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宁

12 月 29 日，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表彰了 30 个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
进集体和60名先进个人。

这项光荣的事业理应获得至高
赞誉——自 1963 年向阿尔及利亚派
出首支援外医疗队起，中国已经累计
向 76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近 3
万人次。这支精锐的“中国战队”被
中非人民亲切地称为“带不走”的医
疗队。

“带不走”，不仅因为留下了技术、
培养了人才，更是因为精神的伟力。

10 年前，恰逢援外医疗 50 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刚果（布）期
间，亲切看望我国援外医疗队，首次提
炼总结出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
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细看表彰名单上的浙江身影，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16 字精神：第 19 批
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驻扎在条件极为艰
苦的中非首都班吉，面对着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难；第 25、28 批援马里中国医疗

队队长余仁桥，两度主动请缨奔赴马
里；第 13 批援纳米比亚中国医疗队队
长房连强，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关键时刻
远离亲人与故土，成为非洲人民的坚强
后盾。

“带不走”，折射出坚守与初心。
60 年来，医疗队的成员换了又换，但每
位 中 国 医 生 都 能 践 行 初 衷 、不 负 使
命。由浙江组建的援中非中国医疗队
曾因战乱撤离，当战火平息，队员们又
风尘仆仆回到非洲——他们用实际行
动证明，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医生出
征的脚步。

“带不走”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国
际医疗援助是不分疆界、不夹带任何私
利的行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医疗援助体现了中国作为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是人道主义互助的庄
严承诺。

“带不走”的精神，与时代同频共
振。多年来，援非医疗队的故事激励
了 无 数 人 ，这 种 精 神 与 时 俱 进 。 如
今，我们从各行各业的人们身上都能
感受到同样的力量。

“带不走”的精神，将永远闪光、激
励人心。

“带不走”的精神在闪光

你们的名字，非洲人民不会忘记！

谈及在非洲的工作经历，房连强感
叹：“白驹过隙。”

大约 4 年前，他刚结束援外医疗队
员出国前临床急救和英语培训，开始为
援非之行做最后准备。

房连强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2020 年 1
月 9 日，34 岁的他担任第 13 批援纳米
比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并在非洲工作了
一年半。

在房连强的记忆里，非洲的天空格
外高远，星光也格外璀璨。初来乍到，
还来不及喘口气，新冠疫情就席卷了整
个纳米比亚，医疗队的队员立马投入紧
张的疫情防控。

“记得纳米比亚政府当时要求大家
待在家里，只有医疗服务、环境卫生、公
共服务和安保等关键服务部门可继续
运营。”房连强和队友们白天坚守在纳
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卡图图拉医院，
为当地居民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平均
一个上午就要诊疗70多人。夜晚，他们
围坐在简陋的宿舍中，交流工作心得。

援非的日子，充满了温暖的细节。
42 岁的纳米比亚国际管理大学讲

师丹尼尔·姆班古拉由于长时间伏案，
导致严重的背痛。经朋友介绍，他找到
了房连强，“试了几次针灸治疗，明显感
觉好多了。”

房连强记得还有一个中风多年的
当地门卫，平时都是家属推着轮椅带他
来门诊针灸治疗。有一天，他在家人陪
同下，自己走进了诊室，这让很多人感

到震惊，这个门卫说：“我的病是中国医
生看好的，我相信中国医生。”

中国从 1996 年开始向纳米比亚派
出医疗队，每批包括两名中医师和两名
护士。房连强说，经过 20 多年的耕耘，
当地人对中医从一开始的一无所知，变
成现在的普遍接受。

为传播中医药文化，房连强带领医
疗队 10 余次走进纳米比亚偏远地区义
诊，队员手中小小的银针，在援外期间

累计为1万余人次解除病痛。
除了帮助纳米比亚当地人，房连强

还主动联络当地华侨，护佑中国同胞的
安全与健康。“我建了一个华侨微信群，
为在纳米比亚偏远地区的同胞进行远
程医疗服务，500 个人的群很快就满
了。”在这个群里，房连强几乎全年无
休、24小时在线为大家解答各种医疗健
康问题。

援非的日子，满是对祖国和亲人

的思念。
疫情影响了房连强的归期，他在纳

米比亚多待了 3 个多月。6 个小时的时
差，让他常常错过和儿子道声晚安。因
为太想念爸爸，儿子把房连强提名“最
美浙江人·最美天使”的宣传片看了又
看，才读幼儿园中班的儿子硬是把里面
的台词熟记到倒背如流，他说长大也要
像爸爸一样当医生。

儿子的一句“爸爸这么厉害”，让房
连强觉得一切付出都是有价值的。

除了救治患者，房连强还积极参与
当地医疗人员的培训，传授他们宝贵的
临床经验和技术，并帮助当地改善医疗
基础条件，从而使援助效果得以巩固和
深化。

2021 年 10 月，房连强和队员回国
前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驻纳米
比亚大使馆特别授予 4 名队员“中纳友
谊特别贡献奖”，表彰他们在疫情特殊
的环境下，光荣完成特殊的使命。

“在纳米比亚的 600 多天注定是我
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房连强说。

房连强手机里，那个 500 人的微信
群一直没有解散。逢年过节，大家还会
相互祝福，有人回国后甚至专程来杭州
找房连强叙旧，并
带来当地人的问
候。这让房连强
觉得，自己也像一
名传递友谊的使
者，“这让我感到
很自豪。”

第13批援纳米比亚中国医疗队队长房连强——

援非的日子，充满温暖细节
本报记者 朱 平 通讯员 陈 瀛

12 月 29 日，站在中国援外医疗队
派遣 60 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领奖台上
的王宝祥激动不已。

他是第 19 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队
长、嘉兴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刚刚与队友一起圆满完成为期 18
个月的援中非医疗服务工作，回到祖
国。王宝祥代表全体队员接受“全国援
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的表彰。“这份荣
誉是对我们援外工作的认可和鼓励，全
体队员无愧于祖国的重托。”王宝祥说。

2022 年 6 月，第 19 批援中非中国
医疗队开始援建工作，先后派出 12 名
队员，其中 11 名队员来自嘉兴，涵盖内
科、外科、眼科、妇科等各学科。一年半
的时间里，医疗队完成门急诊服务 2.49
余万人次，中医药诊疗服务1.07余万人
次，实施辅助检查 5000 余人次，引入医
疗新技术、新项目 10 余项。全体队员
被中非共和国授予“军官勋章”或“骑士
勋章”。

中非共和国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
国家之一，公共卫生基础相当薄弱。

到班吉友谊医院工作的第一天，热
浪和患者一起涌来，嘉兴市第二医院麻
醉疼痛科医生张才军觉得自己来对了，

“他们需要我们。”
但现实问题接踵而至。频繁断电

导致医疗设备故障，药品储备极度短
缺，疟疾等疾病肆虐⋯⋯援外医疗的路
有多难，医疗队就有多努力。

一位 5 岁患儿的眼科手术需要全
身麻醉，而中非并没有小儿麻醉专用药
品，甚至连一根幼儿的气管导管都没
有，只好把外科引流管改造成气管导
管，又想办法借来一个儿童简易呼吸
囊，最终为患儿施行了静脉全身麻醉。

“医生，帮帮我。”当地居民里奥拿
着其他医院出具的腰椎 CT 报告，拄着
拐杖来找王宝祥。王宝祥邀请嘉兴市
第一医院放射科医生王佳参与会诊。
多学科联合会诊是嘉兴市第一医院正
在开展的诊疗模式，可为病患提供最优
治疗方案，这次援非他们把领先的诊疗
模式带到了当地。

一看 CT 报告，王佳察觉出报告结
果和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相符，通过询
问得知，该患者在发病前几周有发热、
腹泻的症状，一段时间后才有行走不稳
的情况。王宝祥和王佳反复讨论、仔细
研判，最终临床诊断是脊髓炎。一个月
的治疗后，里奥能正常走路，用不流畅
的中文一遍遍地道谢：“中国医生，棒！”

当地居民眼部疾病高发，嘉兴市中

医医院眼科医生章友美就是他们重见
光明的希望。检查设备有限，中医的

“望闻问切”反而有了更加广阔的发挥
空间。嘉兴市中医医院医生郝亚波运

用的毫针疗法、温针疗法等多种中医治
疗方法，被当地百姓视为“中国魔法”。

不 仅 将 医 术 带 来 ，还 要 将 医 术
留下。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
师张丽霞将自己掌握的妇科知识倾囊
教授，如今当地的医学助手已经学会了
打手术结；章友美的徒弟保罗已能独当
一面，完成一台眼部翼状胬肉切除术；
郝亚波把中医文化搬上当地班吉大学
的课堂，有学生许下了赴中国学中医的
心愿。

今年春节前夕，已经在非洲工作
大半年的队员们，向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工作并致以节日问候。2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队员们回信，向他
们以及广大援外医疗队员致以问候并
提出殷切期望。

他们的名字，中非人民不会忘记。
一回到嘉兴，郝亚波就从行李箱里

取出一幅画，珍藏在自家橱窗里。那是
回国前，几名患者特地送来的，画的是
中非地图，还重点标注出郝亚波工作的
城市。“我想他们是希望我不要忘记那
里的风景与可爱的人。”

第 19 批队员，已将接力棒传递给
第 20 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一批又一
批队员，将无怨无悔地奋斗在中非大地
上，让人类大爱的种子跨越重洋、发芽
开花。

仁心仁术，讲好中国故事
——记第19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

本报记者 郁馨怡 沈烨婷 通讯员 谢震宇

本报记者 陈宁

中 国 与 非 洲 ，相 距 10000 多 公
里。过去6年，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
处二级调研员余仁桥两次带队前往西
非马里。这位老队长从未计算奔波了
多少路程，在他心里，自己与非洲之间
早已没有距离。本月，余仁桥结束二度
援非工作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

时间回到 2017 年 2 月，浙江省启
动第 25 批援马里中国医疗队选拔，余
仁桥闻讯激动起来，“我曾是一名军
医，每当听到任务的召唤，就按捺不
住。”很快，他郑重地向单位提交了报
名资料。

2017 年 7 月，带着祖国的重托和
家人的牵挂，余仁桥与队友们抵达马里
首都巴马科。尽管有心理准备，余仁桥
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还是吃了一惊——
天气炎热难耐，街道上有荷枪实弹的警
察还有防爆墙，四处是飞扬的尘土⋯⋯
彼时他的心里有一个念头：“这是世界
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能给他们带来
什么呢？”

“我们尽可能多地携带了物资，国
内也尽可能为我们补充物资，可还是
缺。”他回忆，马里医院的手术室里，麻
醉药、缝线、气管导管等必需医用物资
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当地患者的治疗
需求；必需的药品捉襟见肘，医疗设备
老化严重，正常医疗工作时不时被迫中
断⋯⋯

“但我们就是来解决困难的，不是
吗？”余仁桥坚定地和队员们说。当了
解到不少中资企业常年驻扎马里时，他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几家企业，恳
请他们在往返两地时帮忙携带急需的
医用物资。

万里之遥，同胞们纷纷伸出援手，
这令余仁桥感动不已。“团结、热情、友
善，这就是咱们中国人。”

援非的日子里，他把同样的热情友
善留在了当地。每天，他早早赶到医
院，穿上印有中国国旗的白大褂，向迎
面 而 来 的 当 地 患 者、医 生 说 上 一 句

“bonjour!（法语：你好）”；他会把每间
诊间、病房都走上一遍，谁遇上困难他
总能第一个知道。

日复一日，人们记住了这位黄皮肤
黑眼睛的中国医疗队队长。一次，他和
队员们从医院回驻地的途中，被两位当
地人拦住车子。下车细问才知道，是一
位被他和队员们齐心抢救后康复的年
轻人，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些帮助过自己
的中国医生，才和家人专门守在医生们
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为的就是说上一声

“谢谢”。
2017 年，得知当地白内障患者比

例很高，根据马方的需求，在省卫健委
决定援助马里医院的眼科建设后，他带
着队员精心谋划，眼科很快开诊，马里
医院成为巴马科第二家开展白内障手
术的公立医院。

2019 年 1 月，第 25 批援马里中国
医疗队的工作接近尾声。离别时刻，
47 家马里中资企业写了一封联名感谢
信，恳请他继续留任。余仁桥眼含泪
花，他拍着胸脯保证：“如果有机会，我
一定再回来！”2021 年 9 月，当第 28 批
援马里中国医疗队的“集结号”响起时，
他又主动请缨。

2022 年 4 月，余仁桥带着 21 名队
员抵达巴马科。与5年前不同，这是一
支更为年轻的队伍，二度出征的他成了
队里的顶梁柱。援非的日子漫长而单
一，有些90后第一次离家，无比牵挂家
里的孩子，他会在饭后散步时走到他们
身边，谈起自己的人生经验；马里驻地
生活中理发是个难题，有些男队员的短
发总是长成长发，他带了一把电动剃
刀，充当理发师⋯⋯

过去 6 年，余仁桥先后带领两批医
疗队累计完成医疗服务总量近20万人
次，得到各方高度肯定。记者问他最大
的感悟是什么？他说，援非就像是一场
双向奔赴，没有中国医生的无私无畏，
没有非洲患者的真诚与信任，都不能成
就这项光荣的事业。

“援非，让我更懂非洲，也更懂中
国。”

第25、28批援马里中国医疗队
队长余仁桥——

两度出征，使命必达

余仁桥（右一）与马里儿童和当地华人合影。

嘉兴市第一医院放射科医生王佳（中）和中非孩子们在一起。

嘉兴市中医医院医生郝亚波（右一）在班吉友谊医院门诊接诊。

编者按:12月29日，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表彰了30个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60名先进个人。来自浙江的第25、28批援
马里中国医疗队队长余仁桥，第13批援纳米比亚中国医疗队队长房连强，第19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获表彰。1968年以来，浙江先后向马里、中非、纳米比亚派出医疗队，一
批批医务工作者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在非洲大陆挥洒热血和青春。让我们走进这些获表彰者的别样人生故事，从中感悟他
们的坚守与担当。

房连强（右一）在卡图图拉医院门诊开展带教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