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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10403.5 公里，从乍得首都恩贾

梅纳来到中国江西南昌，26 岁的乍得留学

生 Ayoub（中文名艾优）已在南昌大学眼

视光学院学习两月有余。

从 2018 年 9 月在武汉大学攻读临床

医学本科学位 ，到 2024 年 9 月来到南昌

大 学 攻 读 为 期 三 年 的 眼 科 学 硕 士 研 究

生，这名来自中部非洲的青年，为何来到

中 国 求 学 ，并 坚 定 地 选 择 来 赣 学 习 眼

科？艾优的回答是：“我想和中国（江西）

援乍眼科医生一起，帮助更多家乡患者

重获光明。”

“我从江西医生身上看到
了好医生的模样”

9月 19日，南昌大学前湖校区。

初见艾优，他拿着两本厚厚的眼科专

业书籍，在宿舍楼下的自习室学习。聊起

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学医，艾优笑着说：“哥

哥说中国教育好，学医好。所以高中毕业

后，我通过申请，来到中国学医。”

通过在武汉大学 5 年的学习，艾优不

仅中文说得流利，还扎实掌握了医学基本

理论和相关技能。临近毕业，身边不少同

学选择继续深造，勤奋好学的艾优也备受

鼓舞。2023 年 12 月他回到乍得，在中乍

友 谊 医 院 做 了 6 个 月 志 愿 者 ，通 过 在 儿

科、内科、眼科等多个科室轮换学习，试图

找到未来的研究方向。

眼科，是最令艾优震撼的科室。当地

百姓眼疾多发，白内障、青光眼等疾病十

分常见。虽然生于斯长于斯，艾优之前却

从不知道乍得有那么多眼疾患者。

眼科有 3 间诊室，中国医生一间，另

两间由当地眼科主任、技师坐诊。艾优回

忆，中国（江西）第 19 批援乍得医疗队队

员余学清诊室门口,每天都排满了人，平

均每日门诊 40 多人，常常忙得顾不上喝

水吃饭。余学清每天穿梭在裂隙灯、显微

镜下与黑暗“掰手腕”、抢时效，用精湛技

艺扫除眼疾患者眼前的阴霾。手术日期

间，一天十几台手术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余医生仅用 30 分钟便帮一

名 患 有 十 多 年 白 内 障 的 老 爷 爷 重 获 光

明。第二天老爷爷前来复查时，小声问我

‘谢谢’用中文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他真

诚地鞠躬，用中文向余医生表达谢意。”

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艾优说，

在中乍友谊医院，他从江西医生身上看到

了好医生的模样。想从一名医学生成长

为这样的好医生，也是艾优选择来赣读眼

科的原因。

“我为我在这片土地学习
而感到自豪”

10月 23日，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9 时，该院 5 楼检查室内，患者一阵惊

讶，帮自己做眼科检查的，竟然是一名外

国人。

当天，艾优在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研

究生导师古学军的指导下，细心地为患者

进行视力测试等眼部检查。第一次穿上带

有医院标签的白大褂，艾优很开心，更令他

开心的是在医院见到了不少熟人——

眼科主任医师刘强，曾作为中国（江

西）第 18 批援乍得中国医疗队队员，在乍

得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任务；

院党委副书记张丽风、白内障科主任

医师俞方良，曾赴乍得开展“光明行”义诊

活动，为百余名乍得群众义诊，带去光明。

张丽风去年 5 月带队前往乍得开展

“光明行”义诊。“记得我们一行 10 人刚到

中乍友谊医院，就看见一至三楼的走廊坐

满了患者。一见到我们，患者们自动让出

一条路，眼里满是期待与感激。”张丽风回

忆道，乍得的白内障患者大多数是疑难杂

症，完全失去观感，手术难度极大。有时

队员们累得不行，但看见 40℃高温下排着

队的患者们，也就顾不上休息，再次投入

手术。高峰时，团队一天做了 75 台手术，

创造了历史新高。

“谢谢医生，谢谢中国……”术后，不

少 乍 得 群 众 诚 挚 地 向 中 国 医 生 表 达 感

谢。中乍友谊医院眼科主任特当·柯西现

场观摩中国医生的手术后，竖起大拇指

说：“很敬佩你们，精湛的技术令人佩服，

速度快、患者体验好，非常漂亮！”

援外医生用超高技术赢得赞誉，艾优

感同身受。“我在眼科中心做助手时亲眼

看见，中国一直在帮助乍得。作为一名在

中国留学的医学生，我为我在这片土地学

习而感到自豪。”艾优说。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月 25日，中乍友谊医院。

当地时间 10 时，正在执行援外任务

的 余 学 清 从 乍 得 给 艾 优 打 来 了 视 频 电

话。曾并肩作战的两人隔着 7 小时时差，

互相问候，万里比邻。

已有三次援乍经历的余学清，算是

“乍得通”了。他告诉记者，乍得国内能施

行白内障手术的医院寥寥可数，中乍友谊

医院就是其中之一。技术精湛、收费低

廉，深受当地民众欢迎。据介绍，医院原

名为“恩贾梅纳自由医院”，始建于 1996

年，2013 年由我国援建翻新后更名“中乍

友谊医院”。自 1978 年我省派出首支医

疗队赴乍得执行援外医疗任务以来，填补

了当地妇产科、儿科、眼科等领域近百项

医疗技术空白。

“2017 年 4 月我院与中乍友谊医院建

立中乍眼科中心，现已完成 2 期建设。”南

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游志鹏介绍，目

前中乍眼科中心常用眼科设备一应俱全，

具备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青光眼小

梁切除等眼前节手术硬件条件以及开展

眼底病诊断、眼底内治疗的条件。

乍得致盲眼病常见，可该国仅有 10
名注册眼科医师。在乍得眼科医疗人才

建设上，我省因地制宜，努力探索乍得眼

科人才建设模式——医生短缺，就让当地

医技人员来中国学技术；乍得人才需要培

养，我们就多派专家、派好专家。7 年间，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每年派出 1 至 2 名

眼科医生常驻中乍眼科中心，一共接收 4
名医护人员来赣培训，目前医技人员都掌

握了白内障手术操作。

艾优的到来，也是我省为乍得培养眼

科人才的新尝试。“艾优有在华本科学习

经历，因中乍友谊医院与我院结缘，选择

来到南昌大学眼视光学院继续深造，我们

将助力他实现成为一名优秀眼科医生的

梦想。”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党委书记

胡勃说。

如今，导师古学军一有空就带着艾优

参与临床实践，“希望通过 3 年的学习和

训练，将艾优培养成中乍眼科中心技术骨

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艾优

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

生，回到乍得，回到中乍友谊医院，和江西

医生一起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日前，记者走进江西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贵溪冶炼厂智能化

电解车间，科技感扑面而来：生

产 线 上 几 乎 见 不 到 工 人 ，机 械

臂、机器人各司其职，有序而高

效地忙碌着；一辆辆硫酸罐车正

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车牌识别、鹤

管对位、自动装酸、自动结算等

一系列智能化作业。

“数字化车间彻底打通工序

流程，实现阴极铜生产一体化高

效运行，降低了物料转运物流成

本 ，提 升 了 工 厂 供 应 链 管 理 水

平。”贵溪冶炼厂总工程师胡意

文告诉记者，自 2016年启动智能

工厂一期建设以来，企业将数字

化、智能化嵌入生产各环节，探

索形成多种典型应用场景，努力

打造智慧冶炼样板工厂，始终走

在行业智能发展最前列，入选全

国首批30家数字领航企业。

“有色金属产业作为我省重

点培育的万亿级产业，是实施工

业强省战略、推动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重点产业。”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有色工业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当前，我省有色金属企业

整体的数字化水平走在全国前

列，在铜、钨、稀土领域建成数字

化 转 型 促 进 中 心 ，拥 有 国 家 级

“5G+互联网”应用示范工厂（场

景）10 家，并建设运营全国铜行

业唯一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

级节点。

但 同 时 ，在 有 色 金 属 链 条

中，我省企业数字化水平还存在

参差不齐的问题。为此，我省出

台《江西省有色金属产业数字化

转 型 行 动 计 划（2023- 2025
年）》，提出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全

供应链场景积极拓展产业互联

网应用，辐射带动上下游中小企

业加快采购、销售、生产、仓管等

关键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有效提升全供

应链运营效率，打造全供应链主体敏捷响应、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价值共创网络。

“拥抱数字就是拥抱未来。”江铜集团数智化部

常务副总经理卢晓告诉记者，江铜集团把“数字江

铜”作为打造国际领先企业的六大工程之一。作为

江西有色金属产业和铜产业的链主企业，江铜集团

先后参与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指

南、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建设指南的制定工作，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制定标准。近期，江铜集团又多了

一项重要工作：经验外溢。“自去年以来，在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组织下，江铜集团已经举办了数字化转

型培训班 6 期，参训人数超 400 人，涉及链上企业 30
多家。”卢晓说。

“行业内部有这个大环境，大家对数字化转型

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中心总监胡高明告诉记者，作为我省重型矿山

选矿装备及其新材料耐磨备件专业制造商，公司紧

跟数字化发展步伐，2019 年引入了信息化管理系

统，实现对企业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有效管理，加

快“上云”步伐。

“数字化不是增加几个机械臂，而是着眼于改

善生产环境，以高效率提升竞争力。”随着行业内交

流的不断加深，该公司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

快，并把重点放在生产工艺与数据的深度融合上

来。胡高明笑着给记者报出一串串数字：云平台应

用后，粗略估计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15%，工作效率

提升 26%，设备利用率提升 23.5%，产品维护次数减

少 30.7%，产品交货周期缩短 20.6%，各项成本降低

20%……如今，耐普矿机已成为江西省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公司正由硬件制造商向“制造+服务”提供

商升级。

我省提出，到 2025 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力争规上企

业“上云上平台”达到 80%以上，铜、钨、稀土等重点

领域企业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达到 50%以上。

8 月 30 日，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现场会在广州召开，商

务部发布“2023 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考核评估”结

果，吉安市以优秀成绩位于“成效较好”的第二档之列。

作为不沿边、不靠海的老区城市，吉安为何能扬长避

短，推动“吉品”出海，打造跨境电商全链条服务体系？近

日，记者走进吉安，近距离观察该市如何从产业、平台、人

才、物流等方面入手，走好以协会为牵引、园区为根据地、

“一县一品”为突破口的跨境电商发展之路。

出海者谁？——建立特色优势企业产
品库，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吉安物产丰富，特色优势产业众多，但具体到哪个产

业、哪些产品适合出海，却很少有人能说明白。”吉安市商务

局外贸科科长毛钰告诉记者。

为解决这个问题，吉安市商务局会同吉安市跨境贸易

协会组建工作组，一家企业接着一家企业跑，一个工厂接着

一个工厂走，系统梳理出包括 3C数码、井冈山农产品、箱包、

陶瓷等六大适合做跨境电商的产业集群。以此为基础，该

市建立起“一县一品”或“一县多品”的企业库和产品库，库

中拥有优势企业 2000 余家，包括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的立

讯蓝牙耳机、全国四大箱包之一的新干箱包等，为开展跨境

电商业务奠定产品基础。

不仅如此，吉安还全面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

鼓励制造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涉及产业包括箱包、家

具、板材、服装、香料等 10 多个种类。数据显示，1 至 9 月，该

市共有 107 家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实现进出口额 35.08
亿元，同比增长 10.7%；预计全年可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46亿元。

天堑怎渡？——搭建线上线下综合服
务平台，助力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

“公司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加纳等国设立 40 多个分

支机构，单个分销点一个月就能销出 100 多个货柜的产品，

总订单量每年以 10%至 15%的速度增长。”井冈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戈弗雷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莉姿介绍。

地处内陆的吉安市，如何帮助企业渡过跨海天堑？当

地 通 过 积 极 布 局 数 字 贸 易 新 战 场 ，助 力 企 业 融 入 全 球 供

应链。

在线下，该市建设了井冈山综保区、万安鹏博时尚、安

福鑫杰科等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并整合资源成立吉安市

跨境贸易协会，为外贸企业提供出国考察、商务洽谈、人才

输送、境外参展、国际物流以及货物代理等综合服务，帮助

企业在全省以及全国范围内甄选优质产品、组建供应链资

源，抱团拓展全球市场。

在线上，该市积极筹建“吉品”出海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在现有企业库、产品库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非

洲、东南亚等国家供销需求，帮助本土企业在全球精准找到

意向买家。

截至目前，该市企业累计建成海外仓 15 个，面积达 4 万

平方米，分布在美国、俄罗斯、越南、印尼以及中国香港等

地，合计投资额 1.1亿元，拉动跨境电商进出口超 3亿元。

后劲何来？——完善高素质电商人才
培育体系，提升行业未来竞争力

“我们深耕亚马逊、Temu 等跨境电商平台，在刚刚过去

的‘双 11’，团队吉安产品海外销售额达到了 55 万余元，预计

全年销售额可达 1500 万元。”来自吉安市高铁新区人才实训

基地的“00后”销售团队负责人李洋告诉记者。

人才是跨境电商的关键竞争力。吉安整合政府、企业、

学校、协会、机构等渠道资源，建设高铁新区人才实训基地，

先后与厦门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科技学院、江西

理工大学等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起“学校-基地-企

业”跨境电商高素质技能人才输送链条。

吉安还定期举办跨境电商、国际贸易等专业技能培训，

并成立吉安市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全方位构建涉外企业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系统

的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帮助企业提升涉外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和纠纷处置能力。“从明年开始，基地将为全市培育不

少于 2000 人的跨境电商人才，行业未来竞争力将进一步提

升，更多吉安土特产也将从他们的指尖起航，搭乘‘数字快

艇’，向世界展现‘吉品’的实力与魅力。”基地负责人陶凯告

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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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在萍乡市湘东区东桥镇沿塘小学木工

工坊内，学生在老师指导下使用木工工具，体验锯、钻、

刨等木工技能。该校通过木工课进课堂，增强学生动

手实践能力，让学生体会“工匠精神”。

通讯员 姚雨婷摄

“吉品”出海记
——看吉安如何打造跨境电商全链条服务体系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万 里 追“ 光 ”
——乍得青年来赣学眼科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11 月 21 日，在南昌县昌南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工程进度。昌南大桥全长 3852 米，桥宽 37.5 米，目前桩

基完成 702 根，承台完成 79 个。大桥的建成将助力港口、产业与城市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协同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推进工程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