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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亲

眼 看 到 ，我

们的中医药已

经 惠 及 了 非 洲 。”

从 亚 洲 东 部 到 非 洲 北

部，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回忆

起在非洲的日日夜夜，中国（江

西）第 22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队

员、第 25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

西迪分队队长、南昌市第

一医院影像科主任医师

罗小平感慨万千，“援

外 之 前 有 神 秘 感 ，落

地 工 作 后 便 是 责 任

感，两度援非，让我

深 深 体 会 到 了 医

生的价值。”

2016 年 3
月，罗小平主

动请缨加入

援 突 医 疗

队 ，同 年

10 月 开 启

了 为 期 两

年 的 艰 苦

援外工作；

2020 年 12
月 ，经 验 丰

富 的 他 成 了

第 25 批 援 突

医 疗 队 西 迪 分

队 队 长 ，前 往 缺

医少药、新冠病毒

感 染 率 和 死 亡 率 均

居 非 洲 前 列 的 突 尼

斯 。 这 场 常 规 援 外

任务，已上升为一场

国 际 抗 疫 大 考 。 罗

小平与 11 名队友逆

行 出 征 ，以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着“ 不 畏 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

扶 伤 、大 爱 无 疆 ”的

中 国 援 外 医 疗 队 精

神 ，架 起 了 一 座 坚 不 可

摧的健康桥梁，温暖着西迪

布济德省（以下简称“西迪”）的

民众。

医疗基础设施落后的西迪省大区

医院是一家公立医院，承担了该省 40 余

万人的基本医疗救治责任。高峰期，近

1200 万人口的突尼斯每天有八千多人

感染新冠病毒。12 月下旬的圣诞节、1
月初的新年，都因为人员的过度聚集，

造成大面积新冠感染……按规定，西迪

分队完全可以暂时从医院撤离。“当地

老百姓原本就没有去私立医院看病的

经济条件。如果我们撤离，不是雪上加

霜吗？”大家开会表决，一致同意坚守岗

位，按照国内的抗疫经验保护好自己、

医治好患者。于是，只要在工作岗位，

他们都是全副武装，防护服、护目镜、面

屏、双层手套，即使是炎热夏季也是如

此。非工作、生活必需不外出，医院、住

地两点一线，这一年，他们扛过了新冠

病毒感染的多个高峰期，创下了分队队

员零感染的纪录。

西迪医院影像科除了 X 光、CT 之

外 ，还 有 须 与 患 者 密 切 接 触 的 超 声 检

查，感染风险极大。科里只有 10 名当地

技术员，罗小平、刘永萍两名中国医生

则承担了影像诊断的全部工作。在新

冠疫情的几次突袭中，他俩成了排查新

冠患者的“侦察尖兵”，每天影像诊断疑

似新冠患者 10 余例。在高强度的工作

状态下，他们 24 小时轮换值班，养成了

一得空闲就抓紧补觉的习惯。

“西迪医院是当地唯一的省级公立

医院，每天患者众多，每名队员都处于

超负荷工作状态。”罗小平说。到了夏

天，西迪户外气温超过 50 摄氏度，医院

虽有空调但常常跳闸停机。“大家在酷

暑中一干就是一整天，没有怨言，只有

坚守。在结束工作脱下防护服的那一

刻，看着队员们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被

口罩勒红的脸庞，我真是心疼啊！”

在西迪与新冠病毒战斗的艰难，让队

员们终生难忘。他们忘我的医者仁心、过

硬的诊治能力、不畏艰苦的精神，赢得了

当地同仁的尊重和患者的点赞：“了不起，

中国医生！”“敬礼！中国医生！”

援外那一年，医疗队各专业科室通

过中西医结合多学科诊疗模式，极大提

高了疑难病患者的精准诊治效率，使西

迪医院科室诊疗水平达到精细管理新

高度，医疗质量也跃上新台阶。

一个冬日的上午，一名远道而来的

腰腿痛患者来到医院。针灸科医生万

基伟察觉到患者腰腿痛表象下隐藏着

其他问题，便请来血管外科赵艳平博士

会诊。只见厚重的冬装下，患者右腿异

常粗大，结合一个月前右腿扭伤后长时

间卧床的病史，他俩预判患者右侧大腿

深静脉血栓，血栓一旦随血流移动栓塞

了肺动脉，就有猝死的危险！两人迅速

联 系 罗 小 平 ，用 轮 椅 将 患 者 推 至 超 声

室。凭着经验和丰富的学科知识，罗小

平终于找到了股静脉血栓的影像依据，

患者被安排住院治疗。患者及家属连

声向中国医生致谢。

中医瑰宝，在非洲大放光芒。Gha⁃
lia 是当地一名高中教师，患上了严重的

颈腰椎病和膝关节炎。“第一次见她时，

才刚 50 岁的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万

基伟告诉记者，针灸治疗一个疗程后，

Ghalia慢慢精神了，活动也轻松自如。

一天，万基伟收到一封来自 Ghalia
的感谢信，4 张信纸，分别以中、英、法、

阿 4 种文字倾诉着她对中国医生的深深

感激；还有一幅她的亲笔画，几笔勾勒

似云锦，代表着希望，也像是中突友谊

绽放出的斑斓云彩。

2021 年 11 月，《Alchourouk Tunisi⁃
enne》对援突西迪分队予以报道，充分

肯定了医疗队员在新冠疫情严峻的情

况下，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技，竭尽

全力提供优质服务，为群众身体健康保

驾护航。这是中国援突医疗队首次被

突尼斯国家级报刊报道。

一次援外行、一生援外情。“开弓没

有 回 头 箭 ，在 做 好 援 非 医 疗 工 作 的 同

时，把生活过好也是重要的事。”在队长

的带领下，小分队拧成一股绳，有指挥

部、运输组、后勤组、外事组……每个人

都把集体当成自己的家来呵护。

工作零差错，队伍零感染。西迪分

队先后荣获突尼斯国家卫生部、中国驻

突尼斯大使馆的嘉奖。

“援外医生工作辛苦但光荣。出发

时，我女儿才 5 个月，等孩子长大了，我

要与她分享在突尼斯的每个故事。”万

基伟笑言。“援非是我一辈子都值得珍

藏的经历，我将更加珍惜所学的专业，

帮助更多患者。”赵艳平语气坚定。

一直单身的罗小平调侃道，在最耽

误不起的年华里他三年在突尼斯、半年

在回国的路上（受全球疫情影响，2022
年初飞离突尼斯的他们，却在航班中转

国滞留了好几个月），但他不后悔，他为

自己的援外经历而骄傲。“因为，援外医

生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是传递

情谊的友好使者。”他自豪地说，每当突

尼斯群众向中国医生表达感谢和敬意

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为中国骄傲！“我

们愿——以天使白守护中国红！”这，也

是所有中国援外医生的心声。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

年，也是江西医疗队援助突尼斯 50 周

年、援助乍得 45 周年。新一批中国（江

西）援非医疗队正在接续工作，他们仍

在用行动诠释着医者大爱，用爱心温暖

着非洲大地。

大医精诚，大爱无疆。敬礼！中国

医师！

一袭白衣，救死扶伤。逆行战疫，义无反顾。

你们，用生命守护生命，用仁心护佑苍生。你们，以血肉之

躯筑起钢铁长城，抗击新冠病毒的汹涌狂涛。你若生死相托，我

必全力以赴。我们怎能忘记？那一道道被口罩紧勒的印痕，那一

双双被黑夜熬红的倦眼，那一个个急救灯下的背影……你们，用精

湛的医术激起患者生命搏动的涟漪；你们，用无私的奉献重启患者

生命中最灵动的歌唱。

三年，惊心动魄；三年，艰苦卓绝；三年，生命相托；三年，春暖花

开。今天，3 月 30 日，你们的节日——国际医师节；今天，我们向你们

举起右手——敬礼！中国医师！

每个重症医学科都有一扇

厚重的门。每当患者被推进这

扇门，就意味着距离死亡仅有一

步之遥。

3 月 28 日清晨，南昌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象湖院区重症医学

科门外气氛凝重，患者家属踱着

步、垂着头，焦急地等候门内的

消 息 ；门 内 的 医 护 人 员 分 秒 必

争，夜以继日奋战在抢救一线，

争分夺秒与死神殊死搏斗。

早上 8 时，该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曾振国与所有医护人员聚

拢在一起，全神贯注听取值班医

生 和 护 士 汇 报 患 者 的 病 情 变

化。这样的严肃气氛，令记者不

禁屏气凝神。曾振国告诉记者，

早交班时刻每个人都必须严肃

认真，因为接下来近十个小时，

生命的接力将落在自己肩头。

“最长一次的在岗时间是多

久？”

“从上午 8点到第二天下午 6
点吧，也算不清了。”

“累吗？”

“累啊！但作为生命最后一

道防线的‘守门人’，必须坚持。”

这是记者跟曾振国的短暂

交流。

壬寅岁末，新冠病毒感染人

数持续上升，态势严峻。作为省

级重症救治医院的南大一附院，

其重症医学科收治的病人较上

年 同 期 大 幅 增 长 ，床 位 加 了 又

加，始终处于超饱和状态。

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癌

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区内

新冠合并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

多、病情重。气管插管、呼吸机辅

助呼吸、容量管理、心肺复苏……

每一项操作都是抢救的关键，都

需要医护人员精准处置。

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绝大

多数医护人员都感染了，曾振国

也不例外——去年 12 月底，高烧

至 41 度。他想尽一切办法迅速

退烧，不敢耽误一分钟。“在人命

关天的重症医学科，病人身边是

不能缺医护人员的。只有在患

者身边，我才会安心。”他说。

那段身负神圣使命的艰难

日子，医护人员是病患眼中坚不

可摧的战士，也是家人心里平凡

的孩子、爱人或父母，他们救治

照顾了患者，有时却无法兼顾自

己的亲人。

“曾主任，我还要值班，请关

照下我父亲。感谢！”这是该院儿

科钟楠医生给曾振国的微信留

言。“我父亲是重型急性呼吸窘迫

综 合 征 ，曾 主 任 ，要 不 要 上 EC⁃
MO（体外肺膜氧合）啊？”钟医生

声音哽咽。仔细评估后，曾振国

答复：“虽然符合临床标准，但我

想先试试更合适的方法。”他主张

采用呼吸机支持加俯卧位通气的

组合治疗。最终效果不错，不但

减少了副作用，而且使患者的日

均医疗费降低 5000余元。

俯卧位通气看似简单，实则

是对 ICU 医护人员细心和体力

的不小考验。病人往往自身毫

无 意 识 ，每 次 俯 卧 位 通 气 的 换

位，都需要 3 至 4 名医护人员的

帮助；每次连续帮助几名危重症

病人完成俯卧位通气，自身并未

完全“阳康”的医护人员都累得

气喘吁吁、直不起腰。可是，大

家毫无怨言：“只要患者平安出

院，做什么都值得！”

在曾振国眼里，每场惊心动

魄的救治不仅仅是救回一名患

者 ，而 是 挽 救 了 一 个 家 庭 。 年

初，一名刚满 18 岁的湖南男孩因

新冠病毒感染导致暴发性心肌

炎，继而引发多脏器衰竭，病情

危急。“很多人觉得他没救了，但

看着他稚气的脸，看着他年轻的

生命，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尽

一切办法……”曾振国的眼角闪

着泪花。

不 到 最 后 一 刻 绝 不 放 弃 ！

上 ECMO 两 天 后 ，指 标 逐 渐 向

好；6 天后，成功撤离 ECMO，呼

吸机支持；5 天后撤离呼吸机，病

情反复，再次气管插管……近 2
个月的努力，男孩终于痊愈，家

属喜极而泣。

信心是良药，温暖有良效。

以曾振国为代表的白衣战士们，

凭着至精至诚的医者仁心，用过

硬过人的专业能力，一次又一次

把 患 者 从 死 亡 线 上 拽 回 。2020
年初疫情突发，从江西省第一例

输入性新冠疑似病例，到驰援武

汉抗疫，整整 74 天，曾振国和他

的队友们从未退下阵来。

3 年前给江西新冠患者做的

首例 ECMO，曾振国至今清晰记

得 。“ 那 是 一 名 从 新 余 来 的 患

者。那时对新冠病毒不了解，说

实在的，给他做 ECMO 之前的确

有些紧张，也害怕被传染。但想

到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级别

专家组组长张伟院长查房时从

容 淡 定 的 神 态 ，我 很 快 平 静 下

来。技术操作是很熟练的，只是

防护服和起雾的护目镜给我造

成了一些困难。”首例 ECMO 很

成功，大家信心倍增。

驰援武汉时，曾振国和团队

历经 20 多天，奋力将一位 80 岁

的老人从昏迷中“唤醒”再到治

愈。“出院前一天，老人给了我一

个拥抱。”他动情地说，虽然那个

拥抱隔着厚厚的防护服，但听见

老人轻声说“谢谢你，谢谢医生”

时，心里暖烘烘的，觉得一切付

出都值得。

一袭白大褂，是责任，更是对

生命的敬畏；一声“谢谢医生”，是

感激，更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生命所系，性命相托，奉献

自己，也收获感动。今年 1 月初，

72 岁的刘奶奶因新冠入院，她女

儿拖着绑了石膏的断腿，每天清

晨推着可移动的转椅，推一步挪

一步，努力地挪到重症医学科门

边，焦急地等候医生传来母亲的

讯息。每一份门外的牵挂，都深

深地震撼着曾振国，也让他坚定

了治病救人的初心：除了坚守，

别无他念！

低调、谦逊、严谨，或许脱下

白衣，曾振国也是个感性的人。

采 访 过 程 中 ，他 的 手 机 来 电 不

断：“是病人的事就快说，耽误不

得。”“上了呼吸机吗？直接把床

推 过 来 ，病 人 交 给 我 ！”作 为 医

生，他的手机从来不敢没电、不

敢关机，就怕病人有不好的情况

出现或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

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全体医

护人员用实际行动不负患者重

托，为省内新冠重症患者救治作

出了重要贡献。2020 年 7 月，曾

振国荣获江西省委组织部等联

合授予的记大功奖励。

“抗疫三年来，我们重症医

学科医护人员在个人意志和技

术上都得到了极限考验。我们

会让门外的人更有信心，让门内

的人更有希望。”曾振国的话，掷

地有声。

试试中医方法预防治疗流感

吧 ！ 3 月 20 日 ，我 省 正 式 发 布

《2023 年江西春季流感中医药防

治方案》，不少群众表示，中医药

防治流感药效优、价格实，与时俱

进 。 这 份 广 受 好 评 的 方 案 牵 头

人，就是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院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肺病学科带头人、省抗疫专家组

成员刘良徛。

面 对 疫 情 ，中 医 总 有 办 法 。

“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疫病，中

国人都挺过来了，中医药功不可

没。中西医各有所专、各有所长，

在治疗传染病方面，中医药有独

特的优势。不论疫情怎么变化，

我们都能找到好方法来对付它、

消灭它。”刘良徛的信心，来自江

西中医药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来

自三年抗疫江西中医药发挥的不

可替代作用。

时间拨回到 2020 年。当年 1
月初，新干县罗某自湖北返赣后，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病情迟迟

不见好转，1 月 19 日被送进省中

医院时，病情已持续加重。直觉

提醒刘良徛，这个患者病情不一

般。他立即组织院内中医专家会

诊，拟定在清热化湿抗毒的基础

上 相 应 加 减 药 物 。 令 人 欣 喜 的

是，服药当晚患者体温就恢复正

常。1 月 23 日，罗某被确诊为新

冠病毒感染，随即转至当时唯一

的省级定点医院南大一附院象湖

院区，转院前病情已稳定；1 月 27
日，罗某出院，成为我省最早治愈

出院的新冠患者。

与 新 冠 病 毒 首 次 交 手 中 医

见效，刘良徛信心大增。庚子春

节将近，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作

为呼吸科专家，他深知此次疫病

不简单。武汉一线艰巨的疫情防

控任务，令他意识到前线肯定缺

人，那么，假如医院抽调人员援助

湖北，谁去？

1 月 26 日，驰援任务立即到

来。为了让中医药疗法尽快派上

用场，阻断疫情蔓延，刘良徛不假

思索、脱口而出：“我是专家，我

去！”“江西的疫情防控工作同样

重 要 ，你 必 须 留 下 来 坐 镇 中

场！”……

随之而来的，是重要且艰巨

的 任 务 —— 江 西 中 医 药 大 学 附

属医院抚生院区被增设为当时的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省级中西医

结合定点医院”。作为时任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级

别 专 家 、中 医 药 防 治 专 家 组 组

长，刘良徛被任命为定点医院负

责人。

“这是给中医治疗疫病的一

个展示机会，也是尽全力守护群

众生命的责任与担当。”时间紧、

任务重，刘良徛义无反顾。

人员选拔、防护培训、病人迁

移、病区改造、院感消毒、物资储

备、人员入驻……2 月 8 日接到任

务，2 月 10 日定点医院全面建成

并通过验收，在学校和医院的全

力支持下，刘良徛带领团队，2 月

11日就迎来了首批患者。

病区内、书桌旁，仔细挖掘中

医药大省底蕴，积极从中医药丰

厚积淀中汲取智慧。刘良徛坚持

中西医结合并用，带领团队积极

制定新冠中医药防治方案，不断

删减、修订，只为搭配出安全有效

的好方子，为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科学有力的指导。

大疫出良方。根据湖北同行

传 来 的

舌象图片、

口述症状仔细

分 析 ，刘 良 徛 很 快

与 团 队 钻 研 出“ 两 方 一

汤”：散 寒 除 湿 抗 毒 方 、清 热 化

湿 抗 毒 方 以 及“ 温 肺 化 纤 汤 ”。

“ 两 方 ”契 合 本 次 疫 病 、具 有 本

地 特 点 ；“ 一 汤 ”对 于 恢 复 期 部

分 患 者 存 在 的 肺 间 质 纤 维 化 、

肺 部 毛 玻 璃 样 改 变 ，具 有 较 好

疗效。

“温肺化纤汤”原方含有名贵

药材鹿角胶，一天药费近两百元，

价格偏高。如何不影响疗效又降

低费用呢？用相对便宜的鹿

角 霜 代 替 鹿 角 胶 ！ 刘 良 徛

团 队 多 次 尝 试 ，优 化 了 药

方 ，大 大 减 轻 了 患 者 的 经

济负担。

何 为 良 方 ？ 药 方 配 比

得 宜 、价 格 适 宜 。 何 为 良

医 ？ 为 患 者 着 想 、让 患 者 获

益。刘良徛用行动，证明着中医

担当。

只要有阵地，中医就能有作

为。3 月 10 日，定点医院收治的

29 名患者全部“清零”，并实现零

死亡、零感染、零投诉、零返阳，这

是中医药深度介入新冠防治的大

胆尝试，是江西战“疫”的一大创

举。

深 入 隔 离 病 区 ，零

距离为新冠患者提供

医 疗 救 治 服 务 ，多

次主导制定《江西

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中医药防治

方 案》，牵 头 研

制的“两方一汤”

多次助力兄弟省

份 疫 情 防 控 ，先

后参与国家有关部

门组织的葡萄牙、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

远 程 会 诊 ，积 极 分 享 江 西

中 医 药 抗 疫 经 验 …… 那 段 时 间

里 ，再 苦 再 累 ，刘 良 徛 无 怨 无

悔 。 他 语 气 坚 定 地 说 ：“只 因 我

是中医，只因疫情是我们共同的

敌人！”

2020 年 7 月，刘良徛获得江

西省记大功奖励；同年 9 月，他荣

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称号、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

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

奥 密 克 戎 ……2022 年 年 底 优 化

疫情防控措施后，医护人员夜以

继日地与新冠病毒进行激烈的拉

锯战，把挣扎在生命线上的新冠

感染者抢救回来。得到及时救治

后，84 岁的月明望老人专程给省

中医院送去锦旗等，其中长达 7
页纸的感谢信中写道：“大疫有良

医，是江西中医重新点燃了我生

命的希望。”

三年的抗疫实战，让群众对

我国的传统医学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来看中医的患者越来越多，

刘良徛也越来越忙碌。

“面对疫情，全省中医界同舟

共济，尽锐出战，交出了一份漂亮

的答卷。如今，我们信心十足，只

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历久弥新的中医药

一定能更好地惠及世界。”刘良徛

憧憬着、期待着。

至精至诚

为生命“守门”
坐镇中场

大疫有良医

远渡重洋

爱心暖非洲

敬礼敬礼！！中国医师中国医师！！
◀ 2021 年 10 月 1 日 ，

西迪分队队员在突尼斯向

祖国献上祝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刘良徛（中）在查看

患者 CT 片。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柳易江 倪可心 李 征

题

记

曾振国曾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