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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仁心仁术书写大爱与担当
——南昌市援外医疗十年纪实

援外工作代表了中国形象，是我国的一张外交名片。十年来，南昌市选派

了一批批优秀的援外医疗人员，以义无反顾的决心和战无不胜的信心迎难而

上，以“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在异国他乡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在非

洲大地谱写了大爱无疆的华丽篇章，用真情和技术浇灌出中非友谊之花，为我

国总体外交战略和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年来，南昌市卫健委高度

重视援外医疗工作，医疗援外的

脚 步 未 曾 停 歇 。 该 委 始 终 坚 持

把 援 外 医 疗 工 作 作 为“ 一 把 手 ”

工 程 ，主 要 责 任 由“ 一 把 手 ”承

担，重要工作由“一把手”把关，

棘手问题由“一把手”协调；坚持

将 援 外 医 疗 工 作 与 本 系 统 和 委

属单位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采取

自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精心选派力量，做好援外医疗队

推荐派遣工作，并着力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确保队员安心积极投

身援外医疗服务。

——落实工作生活待遇。在

援外队员参与国内培训和国外工

作期间，落实援外医疗人员工作

生活待遇的相关规定，并积极争

取财政、人社等有关部门的支持，

不断改善援外医疗队队员在外工

作、生活条件。

——解决后顾之忧。及时了解援外医疗队

员及家属工作和生活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困

难。建立包括医疗队员及亲属在内的援外健康

保障机制，指定专人点对点联系，通过上门指导、

“一对一”服务、家庭医生签约等方式解决医疗队

员亲属生病就医问题。

——落实援外医疗队员职称晋升的相关政

策。按照人社部门规定，对于完成援外任务，且

符合晋升职称条件的医疗队员，积极推荐上报

享受职称晋升优待政策，进一步激发全系统医

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投身援外医疗工作的积极

性、主动性。

南昌市卫健委严格选拔忠于祖国、政治立场

坚定、热爱援外事业、遵纪守法、顾全大局、有良

好职业道德的优秀医疗工作者充实到援外医疗

队伍中。援外期间，他们除了为当地群众提供医

疗服务之外，还承担推进医院建设、帮助当地提

高医疗卫生水平等任务。如同援外医疗队队员

常说的那样：援外医疗，就是要救死扶伤，把先进

的医疗技术和理念带给受援国并提升当地医疗

水平，展示中国医生的良好形象。南昌市援外医

疗队员的无私奉献，为展现国家形象、江西形象、

南昌形象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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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工作是一件辛苦的事，可总有坚守初心

使命的“逆行者”，南昌市第一医院影像科主任医

师罗小平便是其中一位，他分别加入第 22 批和第

25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从亚洲东部到非洲北部，

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两度援非的难忘经历让他

深深体会到了作为医生的价值。

2016 年 3 月，罗小平主动请缨加入中国（江

西）第 22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开启为期两年的艰

苦援外生活。刚到突尼斯时，罗小平就发现当地

技术员水平与国内相比有很大差距。当地医疗

技术员对很多部位的扫描没有整体意识，对各种

设备的操作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工作中

更是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在了解这些情况后，

他积极主动与医院其他临床科室医生展开沟通

合作，以临床需求为工作重心，根据需要开展新

项目，找出检查申请与诊断报告整个环节中的繁

琐点，简化流程，提高诊断报告时效；同时，凭借

丰富的临床经验，对每幅图像都仔细审阅，作出

正确判断，并在技术层面与当地同事不断沟通交

流，给予指导性意见。在两年的工作中，他为 1.5

万名患者完成了影像诊断报告，特别是 360 余天

的值班，那份辛劳和疲惫至今令他难以忘却。

2020年，全球先后出现新冠疫情，罗小平时刻

关心着远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友人，关注突尼斯疫

情……在回国的第二年，罗小平又义无反顾地加

入中国（江西）第 25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逆行出

征。罗小平所在的突尼斯西迪·布济德省大区医

院影像科由X光、CT、超声三部分组成，两名中国医

生承担全部影像诊断工作，每天 24小时轮换值班，

长时间穿防护服，这无疑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一滴水只有放流入海才不会干涸，一个人只

有 把 自 己 融 入 集 体 事 业 才 能 发 挥 出 最 大 的 力

量。两度援非，罗小平发挥自身优势，在影像诊

断技能的“传帮带”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回国

后，他继续奋战在工作岗位，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只为更好地服务患者。

勇往直前的“最美逆行”

初心未改谱写大爱篇章

受援国医院条件大多简陋，因生

活物资缺乏，医疗队员便自己种菜养

鸡 ，以 备 不 时 之 需 …… 即 使 时 隔 多

年，与非洲的联系越来越少，但那段

时光早已被记录在中国（江西）第 18

批援乍得医疗队队员、南昌市人民医

院 CT 室副主任医师李登华的日记

本里，也镌刻在他的心头。谈及在非

洲的那一年，令他印象最深的不是生

活艰苦，而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而

感到遗憾。

李 登 华 说 ，要 到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去，这不仅是内心的梦想使然，也是

最朴实的医者仁心。

李登华前往的是恩贾梅纳中乍友

谊医院放射科，整个科室只有一个返

聘医师，在这段时间内，他要一个人扛

起一个诊室，也要扛起全院的影像工

作。俗话说：影像医生其实是临床医

学的“眼睛”，每一个精确诊断的背后，

都有影像医生在“闯关”。除了文化差

异的碰撞之外，李登华所遇到的更多

是一个又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

为了明确诊断，部分患者需要进

行增强 CT检查，即在患者静脉内注射

一定剂量的碘对比剂后进行检查。“在

国内做一个增强 CT 检查，需要护士、

技师、医生三个工种相互配合，协同工

作，但在中乍友谊医院，护士、技师不

清楚高压注射器的使用方法，也不清

楚患者造影剂注射护理及出现意外情

况如何处理。”李登华说。为了能顺利

完成增强 CT检查，李登华一方面与国

内同事视频连线、现场沟通，另一方面

查阅资料文献，顺利完成多例患者的

增强CT检查。

除了完成院内的日常工作外，李

登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定期免

费义诊。当地居民听说中国医疗队

会来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便早早地登

记好信息，在诊室门口排好队。李登

华回忆道，前来就诊的村民不少都患

有疟疾、伤寒、眼病、皮肤病等疾病。

“他们渴望被救治的期盼眼神，更加

坚定了我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的决

心。”李登华说。

救死扶伤彰显医者仁心

克服困难奏响生命之歌

李登华为当地居民看诊

2022 年 12 月，南昌市中心医院

（青山湖院区）麻醉科主治医师曾细

林被选派参加中国（江西）第 18 批援

乍得医疗队，执行为期一年的援非任

务。来到非洲，他有一个纯粹的愿

望：做好麻醉手术，讲好麻醉故事。

因工作表现突出，曾细林获“中国（江

西）第 18 批援乍得医疗队第一季度

援外之星”称号。

恩贾梅纳中乍友谊医院麻醉科

手术室条件简陋，找不到一台可用的

输液泵，血管活性药也只有少量的多

巴胺和肾上腺素……在缺医少药的

非洲，曾细林每天十分忙碌。他需要

在术前做大量的工作，依据手术方

式、患者基本身体素质、手术时间长

短等多种因素进行术前准备，术中需

注意力高度集中，依据实时情况不断

进行动态调整。无论在中乍友谊医

院哪个角落，只要急救电话一响起，

他就会拎起插管箱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我们在这儿没有一刻停歇，任何

人叫我，我都很快前往。”曾细林说。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乍籍

外科医生阿里不止一次对曾细林抱

怨，麻醉水平的局限阻碍了外科工作

的开展。曾细林下定决心，要把自己

多年从事麻醉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

地分享给当地同事，让他们快速成

长，少走弯路。当地同事纷纷表示想

要学习这些技能。曾细林欣然应允：

“这正是中国医生在乍得开展医疗工

作的目的——‘带出一支不会离开的

医疗队’。”

曾细林悉心传授诊疗知识和经

验给当地医生，受援医院成了当地医

生增长本领的“学校”。他说：“医疗队

的医生援外时间都很有限，我想通过

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逐步提高当地

麻醉理论及实践水平，在有限的时间

里把技术留下来，这才能救治更多的

患者，真正造福非洲百姓。”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

传授经验给当地医生

自江西派遣援突尼斯医疗队以来，在受援医院中，针灸

科始终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听前辈讲述的援外故事，虽

然艰苦，但这种奉献很有价值。让中医瑰宝在非洲大放光

芒是我的愿望。”中国（江西）第 25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队员、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万基伟表示。

一次特殊的诊治经历让万基伟记忆犹新。有一天刚上

班，一名当地麻醉师跑来询问中国的针灸医生在不在。经

过了解得知，她因工作长期伏案低头患上了颈椎病，听闻中

国的针灸非常神奇，便主动要求治疗。在详细检查身体后，

万基伟给她制订了治疗方案。第一次针刺、拔罐治疗后，她

当即感觉轻松很多，由衷赞叹中医针灸的神奇疗效。

麻醉师走后，万基伟了解到突尼斯是典型的地中海气

候，加上许多建筑缺少御寒和取暖设备，年老体弱者和家

庭主妇易患风湿病和腰腿疼病。而中医针刺、艾灸、火罐

等疗法可以大大缓解这种因寒冷潮湿造成的常见病和多

发病。慢慢地，针灸科门口排起了等待的队伍。把脉、问

诊、针灸、推拿、拔罐……万基伟忙个不停，还不时向来中

医诊室参观学习的当地医生萨拉讲解治疗的技术要点。

经过学习，萨拉和其他一些本地医生已基本掌握了中医推

拿、针灸等手法，能够为患者提供一些简单的中医治疗。

“中国医生无私地为当地百姓治病，多年来我们都非

常信赖中国医生，一遇到颈椎腰腿疼等病症，马上就会想

到他们。”当地一名高中教师，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和膝

关节炎。“第一次见她时，50 岁的她看起来像个老太太。”

万基伟说，针灸治疗一个疗程后，患者慢慢精神了，活动

也轻松自如。

一天，万基伟收到这名高中教师的感谢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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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动于他们对中医针灸的信任和认可，也对中医

针灸能够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病痛感到欣慰和自豪。”万基

伟表示，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带到非洲，让中医、中药能够更

好地服务于突尼斯人民，使中国医学在非洲大地开花结

果，这是他的责任和使命。

十年来，南昌市选派了一批批素质高、技术好的援

外医疗成员，他们胸怀祖国、克服困难、甘于奉献，以精

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展示了南昌形象，增进了中非

友谊，赢得了受援国的高度肯定。

中医瑰宝大放光芒

用中医在非洲“圈粉”

高 晖/文

（本版图片由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

20222022 年援外医疗队出国前培训班年援外医疗队出国前培训班

援乍得医疗队员曾细林援乍得医疗队员曾细林（（中中））为当地医生为当地医生

演示可视喉镜下气管插管术演示可视喉镜下气管插管术

罗小平与当地医生交流影像诊断技术罗小平与当地医生交流影像诊断技术

万基伟指导当地医生做艾灸治疗万基伟指导当地医生做艾灸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