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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我的

千里奔赴，跨越山海，诠释医者仁
心，践行大国担当。

早在1976年，我国就向当时独立不
到一年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以下简称圣普）派遣了第一支中国医疗
队。作为第 17 批援圣普中国医疗队，
2021年9月17日到2023年3月31日，四
川省承派的8名队员圆满完成了为期18
个月的援外医疗任务。

这 18 个月时间里，他们大力弘扬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仁心仁术造福
当地人民，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我只想尽我所能保母子平
安，护女性健康”

中午刚回到驻地，还没吃上两口热
饭，一个电话打来，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妇产科的白莉平医生放下碗筷，
跨上队车奔赴中心医院手术室。等白医
生穿着被汗水湿透的洗手衣走出手术室
的时候，已是夜晚。

白莉平在圣普中心医院的妇产科工
作，在这里加班、不能正点吃饭、随叫随
到，早已习以为常。在这里，她遇到过术
中停电，需要打着电筒继续做手术的突
发情况；在这里，在缺乏有效防护的艰苦
条件下，面对需要手术的HIV患者，冒着
风险也要上……她常说：“妇产科是很多
女性患者的刚需，我选择援外，就是不怕
环境陌生，不怕风险困难，不惧条件艰
苦，更不怕辛苦流汗，我只想尽我所能保
母子平安，护女性健康！”

“用国内练就的技术，解除患
者的痛苦”

当地人的口腔卫生和保健意识普遍
较差，来口腔门诊就医的牙痛患者，往往
已经只能通过拔除严重龋坏或失能的牙
齿来解除病痛。然而当地人普遍对疼痛
的忍耐能力较低，且可选择的麻醉药物无
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十分有限。如何尽
可能减轻患者的疼痛，来自西南医科大学

附属口腔医院的黄成龙医生和陈冬梅护
士从援外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在思考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当圣普第一例接受微
创拔牙新技术成功治疗的患者面露微笑、
连呼“一点不痛”的时候，两位黄金搭档十
分欣慰。“能将自己在国内练就的技术用
来解除圣普患者的病痛，换来他们的微
笑，是我们在这里援外最大的动力！”

“小小银针除痼疾，传统中医
显神威”

来自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的
刘建伟大夫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家庭给了
他最大的支持，让他可以安心在圣普发扬
光大传统中医。一名女患者在圣普国家
中心医院住院，被腰腿痛长期折磨已不能
下床活动，刘大夫不辞辛劳反复奔波于相
距数公里的中心门诊和中心医院之间，用
一枚小小的银针解除了患者多年的痼疾，
患者的腰腿痛得到了极大缓解，最终自行
走着出院。一位中风多年的老患者，在几
届医疗队针灸科医生的延续治疗下，他的
后遗症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也成为了一名
中医针灸的铁粉。走在圣普的街头，刘大

夫经常遇到一些他治疗过的患者热情地
打招呼并要求合影。传统中医展现的神
奇魔力，小小银针书写的妙手回春，已植
根在了圣普百姓心中。

“科普和基础医学教育，更像
一枚希望的种子”

在圣普中心医院，仅有两名心内科
专科医师，除了一名当地医生，另一位便
是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的李
侨。没有住院医师的辅助，他总是需要
独自穿梭在全院的各个科室，独立完成
住院患者的查房、会诊和处理需要心血
管专科协助的危急重症患者的抢救。不
过这种需要独当一面的环境，反而使他
的葡萄牙语水平突飞猛进。在尽可能承
担起心脏内科专科援外工作的同时，他
总是在思考多做一些可以具有持续影响
力的工作，来提高当地的基础医疗水
平。“科普和基础医学教育更像一枚希望
的种子，只需种下便可静待花开。”在完
成了中葡双语版《临床常见心电图手
册》——一项在四川援外医疗队史上具
有开创性意义，一本用于指导当地年轻

医护人员的医学基础教育书籍的编写
后，李侨如是说。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
参与了《高血压的居家管理》《慢性心衰
患者的居家管理》和《住院患者血栓预
防》等科普传单的编写和宣传工作。

“平淡中见不凡，点滴中求卓越”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外科的
杨轶医生，无暇顾及因意外受伤而骨折
的脚掌还在疼痛，拄着双拐，艰难挪步到
诊室，接诊门诊患者。通过他自学掌握
的血管超声技术和过硬的血管外科专业
能力，为在圣普十分常见的下肢皮肤感
染、糖尿病足、血管性水肿、静脉曲张等
患者筛查鉴别治疗。通过他的努力，一
些既往只能接受截肢的下肢血管疾病患
者，得到了更准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
保住了肢体功能。在圣普，他还开展了
第一例注射血管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
张；第一个向当地医生展示了驱血带技
术成功治疗巨大动脉瘤切除手术……

除了高质量完成自身亚专业的临床
援外任务，作为这支援圣普医疗队的队长
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杨轶带领大家凝心聚
力，不断创新，力求将工作做到实处，并将
医疗队的“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平淡中
见不凡，点滴中求卓越”，是第17批援圣
普中国医疗队的建队理念。“在艰苦环境
中创造条件，在点滴的工作中追求卓越，
倾囊相助，授人以渔，讲好中国故事”，这
是杨队长常常提醒自己如何带领队伍开
展好援外工作的口诀。

随着圣普新冠疫情的缓解，医疗队
第一时间向圣普卫生部提出申请，并于
2022年4月开始恢复了停滞两年的巡回
医疗义诊活动。8个月时间，医疗队的队
员们在圣多美岛所有大区的健康门诊开
展了多轮巡回医疗义诊活动，并时隔多
年再次踏足普林西比岛医院，再一次实
现了巡回医疗义诊的全圣普覆盖。面对
前一批医疗队对圣普儿童口腔龋齿流行
病调查得到的数据，医疗队延续了这项
工作并开展了圣普历史上首轮口腔涂氟
预防龋齿，已为1400余名圣普小学适龄
儿童的口腔健康和龋齿预防倾尽全力。

八仙越洋倾囊助，千里同行山海情。
他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在中国援外医疗
60周年之际，将汗水洒遍圣普的土地，将
一段青春记忆留在了非洲岛国，将自己的
姓名永远镌刻在了中圣友谊的丰碑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家夷

◀援圣普中国医疗
队队长、血管外科
杨轶（左二）示教血
管吻合技术培训。

▲圣多美岛青少年
牙齿涂氟预防龋病
项目启动，涂氟工
作现场。

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大多没有见
过战火纷飞、满目狼藉的景象，蒲江县
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展峰曾有这样一段
难以忘怀的援外经历。虽然这段经历
一晃已过去近20年，但现在这些场景依
旧历历在目。“我清楚记得我是2004年1
月4日落地东帝汶，2006年8月回来的。”

2003年，国家计划向刚独立不久的
东帝汶派出援外医疗队，王展峰满怀一腔
热血，主动报名。“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
意义的，解决患者病症的同时减轻一个家
庭的负担，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当时
王展峰已能独立完成一档手术，他希望用
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穷苦的患者。

在执行援外任务期间，当地发生了严
重的暴乱，大使馆对此进行了紧急撤侨，

但在最终商议决定下，中国医疗队继续留
守东帝汶，为战乱中的人们尽可能地提供
医疗援助。“我们的阵地就是手术室，不论
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作为医生的强大
信念驱走了内心的恐惧，留守队员们将五

星红旗挂在中国医疗队驻地的前后门，祖
国成为了他们最强大的后盾，让他们可以
安心进行医疗援助，救治病患。

援外期间，印尼发生大海啸，情况危
急，海水随时都有可能淹没驻地，但医疗
队依旧坚守阵地。当地老百姓撤离时发
生了交通事故，十几个患者需要紧急手
术，在巨大的风险下他们毅然迅速投入
工作，因为他们是中国医生，代表着中国
的形象。

当物资最为匮乏的时候，当地华人
会在半夜专门为医疗队打开超市，以便
他们采购必要物资，“平时是我们帮助他
们，而在危急关头，他们也会对我们给予
帮助。”同在异乡的华人，血脉之情在这
一刻变得愈发热烈而真切。

这段经历对于王展峰来说，虽然惊
险，但也让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更深
的责任与担当。

在东帝汶期间，王展峰跟随中国医
疗队救助了许多患者，作为一名眼科医
生，在被战火和贫瘠笼罩的东帝汶，他为
流离失所的百姓、被战争伤害的士兵点
亮生命的灯塔，至少在那一刻，他们可以
看到世界的光亮。“在我们之后有一批中
国建筑队到当地，碰到了一群当地人，他
们得知施工人员来自中国，很高兴，有人
说自己的白内障就是中国医生治好的。”
王展峰说，自己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激
动和自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实习生 叶梓宁受访者供图

王展峰在东帝汶首都医院眼科门诊看诊。

曾援助东帝汶中国医疗队队员王展峰：

我们的阵地就是手术室

“解除病痛换来微笑，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记第17批援圣普中国医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