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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成都人在摩洛哥偶
遇“老乡”的视频火了，因为这位

“老乡”是一名黑人，却操着一口流
利的四川话。眼尖的网友立刻认
出，对方是世界首位外籍中医博士
迪亚拉，曾在成都求学行医，被成
都市民起了一个亲切的称呼——

“黑求恩”。
这次偶遇是怎么发生的？5月

3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了视频拍摄者“行色无疆”。

“老乡”主动打招呼
视频发出后才知对方很有名

“行色无疆”告诉记者，他是
一个来自成都的导游，最近正带
领游客走西班牙、葡萄牙、摩洛
哥的行程。

5月26日，一行人在摩洛哥
首都拉巴特的乌达雅堡门口遇
到了迪亚拉。“他可能看到我们
是中国人，就上来打招呼。其实
我们并不认识他，只以为他是一
位会说汉语的黑人朋友，就录了
这个视频。”“行色无疆”说，之后
他把视频发到网上，才知道这位
说着一口流利四川话的非洲友
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黑求恩”
迪亚拉博士，对方还与成都有着
很深的渊源。

曾在成都学中医
成为世界首位外籍中医博士

公开报道显示，迪亚拉于
1964年出生在西非马里共和国
的一个医药世家，1984年从马
里医学院毕业后，来到北京医科
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
科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
到医生给踢球受伤的同学扎针
治疗，大开眼界，便有了转学中
医的想法。“我觉得既然来到中
国，那就学中国的东西。”这种想
法越来越强烈，两年后，他如愿
进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系统学习

中医，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
然而，此时的他自嘲刚刚小

学毕业，两次拒绝回国工作的机
会，又来到成都中医药大学继续
深造，师从中医针灸大师杨介宾
教授，于1997年取得中医博士学
位，成为世界首位外籍中医博
士。毕业后，迪亚拉曾在成都新
都区中医院、成都双流区中医医
院等多所中医院坐诊，凭借扎实
的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逐渐打
破患者对“洋中医”的偏见。

“我的四川话不是刻意去学
的，看的病人多了，跟病人聊着
天就学会了。”迪亚拉在央视的
一档节目中说，他喜欢跟患者聊
天，这样可以帮助患者保持积极
的心态，利于康复。

或许，他四川话说得这么好
还有一个原因——1997年，迪亚
拉和成都姑娘杨梅结婚，并生育
一双儿女，成为地道的成都女婿。

在节目中，记者看到了迪亚
拉身上明显的成都烙印：他喜欢
逛人民公园，爱喝盖碗茶，还能
讲出碗盖的作用；能用方言和本
地人顺畅交流，还能跟着大爷在
地上写书法，写的还是文言文。

培养多名乡村医生
被亲切地称为“黑求恩”

记者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
里还看到一个高频词——“黑求
恩”，它表达了成都人对这位黑
人中医的尊敬。能够获得这个
称呼，不仅是因为他精湛的医术
和高尚的医德，还在于他在云南
偏远乡村的一段医疗援助经历。

1997年，迪亚拉加入无国界
医生项目，前往中国西南的偏远
乡村，为落后地区提供医疗援
助。20多年间，他频繁往返于云
南昆明和红河州，不仅从事基层
卫生保健工作，还在红河开展健
康教育、麻风病援助、乡村医生

培训，前前后后为中国培养了三
千多名乡村医生。

在迪亚拉走过的地方，他的
医术、医德在当地传播开来，成
都市民给他取了个亲切的称呼

“黑求恩”。

管理马里鲁班工坊
他常往返马里和中国

在中国生活40多年，如今，
除了治病救人的医生，迪亚拉有
了更多的身份。他是马里鲁班
工坊的中方主任，也是中非友好
协会联盟副主席，致力于以中医
为媒介推动中非合作交流。

2019年12月，马里鲁班工坊
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市揭牌启运，
旨在为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术培
训和就业机会。该工坊由天津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市红星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合巴马科科技
大学、巴马科人文大学共建，是全
球首个中医药领域的鲁班工坊。

“迪亚拉是中国培养的中医
药博士，当时我们要在马里建鲁
班工坊的时候，他就被推荐过来
参与了建设。”天津市红星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作为马里鲁班工坊中方
主任，迪亚拉需要参与工坊的管
理、培训和教学工作，因此经常
往返于马里和中国，这可能也是
他在非洲被偶遇的原因。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
去年12月，在“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广州）的一场专题会议中迪
亚拉这样说。如何将这把“钥
匙”传递给外国人，传递了这把

“钥匙”又该怎么传授正确的开
门方式，这是中医药文化“出海”
值得思考的问题。

或许，迪亚拉就是这把“钥
匙”的传递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每年4至5月，凉山安宁
河谷的春耕陆续铺开。对
于德昌县返乡创业青年周
栋来说，一年中最忙的时节
开始了。

一架无人机、两名飞
手，周栋带着这样的“固定
搭配”走在德昌县麻栗镇的
水稻田上。一阵嗡鸣，无人
机飞上了天，飞手通过遥控
器操作，无人机开始喷洒农
药。这样的场景，他们一忙
就是好多天。

2022年6月，因偶然接
触到无人机测绘和农业相
关的领域，周栋回到家乡创
业，成立了飞逸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无人机培训
与运用。3年过去，这名“95
后”不仅为当地培养了一批
无人机操作人才，也将更便
捷的智慧农业技术带到了
大凉山。

投身无人机农业蓝海

2017年，周栋大学毕
业后就职于四川省第三测
绘工程院。在一次作业过
程中，他偶然接触到了无人
机，“我当时觉得无人机效
率太高了，于是就去了解了
很多相关知识，发现它的应
用场景还挺多。”

周栋分析，在农业领
域，无人机植保服务大大提
高了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
效率，降低了农药使用量，
保护了生态环境；在林业领
域，无人机被用于森林防灭
火监测和病虫害巡查，为森
林资源的安全提供了有力
保障；在环保领域，无人机
助力政府和企业实现精准
治理。

而在当时的德昌甚至
凉山，还没有开始大面积用
无人机开展农业植保工作，
周栋觉得这可能是一片蓝
海。2022年，26岁的周栋
决定辞职回乡，锚定无人机
创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与其卖无人机，不如教
会更多的人用无人机，还能
给大家提供一些就业机
会。”周栋说，为此他创办了
飞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
为当地第一家专注于无人
机培训与运用的公司。

去年喷洒6万多亩农田

“无人机能喷洒农药？
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行不
行哦，洒得均匀不？”周栋第
一次将无人机带到田间地
头时，并没有被村民认可。

“讲得再多不如让他们
看一次效果。”周栋决定提
供免费喷洒农药服务，村民
们看着无人机升空、作业、
再回到田坎上，一番操作结
束后，大家迫不及待地去田
里看，“确实比人工效率高
得多”。时间久了，无人机
的优势逐渐被村民认可，周
栋也开始有了生意。

从最开始的几亩地，到
2024年的6万多亩地，周栋
不仅在凉山州小有名气，德
阳、遂宁，甚至贵州的一些
农户也纷纷找上门来。现
在，从每年春耕到秋收，都
是周栋最忙的时候。春耕
要负责喷洒农药，秋收帮着
农户们运输粮食、水果。去
年光是做农业植保，周栋团
队的收入就超过了50万元。

周栋的“无人机事业版
图”还延展到了飞手培训、
森林防灭火、环境监测，现
在，公司已有13台无人机和
4名专业飞手，2024年营业
收入超过80万元。

不仅如此，随着智慧农
业的广泛应用，周栋还想为
凉山州的每个县定制一套

“无人机系统化田间管理”
模式，通过“云端监测+精
准作业”智慧化田间管理系
统，实现农作物生长周期全
流程数字化管控，降低人工
成本，增加农民收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石芊

凉山返乡创业青年周栋：

用无人机搭起
“云上”创业路

时代新青年

周栋团队准备用无人机做农业植保。 受访者供图

成都导游在摩洛哥偶遇“洋中医”迪亚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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