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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举行。 60 年来，援外医疗队薪火相传，一代接着一代干，涌现出无数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援外医疗队不辱使命、为

国争光的良好面貌。 为聚焦我省援外医疗队为促进中非传统友谊，提高受援国医疗卫生水平所作的突出贡献，本期刊发 3 位援非医务工作者的故事。

“对于在苏丹将要面临的困难，我
毫不畏惧， 因为祖国是我强大的后盾！
我一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将心中大
爱奉献给苏丹人民！ ”

2013 年 9 月 26 日，第 31 批援苏丹
中国医疗队队员、咸阳市中心医院副院
长刘强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此后的两年间， 刘强忙碌奔波于援
苏丹医疗队工作的 3 个医疗点， 为当地
人民带去健康和希望。 他写下整整 18 万
字的援外日记，记录了那些难忘时光。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贫瘠落后，
彼时战火不断、疾病肆虐。 到达苏丹首
都喀土穆后，刘强了解到当地医疗水平
落后、医疗人才匮乏，像他这样的骨科
医生尤为紧缺。

“飞机快降落机场时， 我从空中俯
瞰，第一次认识这个遥远陌生的国度。 ”
刘强回忆，还没来得及适应环境，喀土
穆就爆发了骚乱。 一天晚上，他所在的
恩图曼友谊医院接收了 3 名受枪伤的
患者。 患者全部是四肢贯通伤合并开放
骨折、神经损伤，伤势十分严重。 刘强临
危受命，根据患者情况迅速制定治疗方
案，并连夜做完 3 台急救手术，使患者
转危为安。 “中国医生真棒，能这么快速

进入工作状态！ ”当地医生对中国医疗
队队员敬佩不已。

“这是我第一次处理枪伤，直观感受
到了战争的残酷。”刘强回忆，当时回到宿
舍已经很晚，但他全无困意，心中暗下决
心要守护好当地人民的生命健康。

时光荏苒，一袭白衣在战火与贫穷
中顽强坚持着， 刘强逐渐成长为一名
“全能医生”。

在达马津友谊医院工作时，全院只
有刘强一名骨科医生“独挑大梁”。 每天
7 时他便赶往医院查房、上门诊，一上午
就要接诊 40 多名患者； 在阿布欧舍友
谊医院，一天接诊近 70 名患者、完成 5
台至 6 台手术是他的工作常态。

当地医疗设施落后，为了确保手术
尽量在无菌环境下开展，手术室内不能
开风扇，刘强只能顶着四五十摄氏度的
高温做手术。 即使在这样医疗设备极度
缺乏的情况下，刘强仍然想方设法利用
现有条件创新性开展骨科手术。

“在国内骨科器械盒里司空见惯的
钢板、螺钉，在苏丹都是极其稀缺的资
源。 购买医疗用品对于患者也是很大的
经济负担。 ”刘强回忆，他曾接诊过一名
患者，仅其足部就有 5 处骨折。 他当时

翻遍医院只找到两根固定器械，在“精
打细算”下，最终把两根钢针剪成 5 段，
再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手术。

还有一次，刘强接诊了一名有 7 年
骨髓炎病史的男孩。 患者当时整个右小
腿乌青发黑，全段胫骨有大约 8 处皮肤
溃疡。 因为医疗设备短缺，刘强只能用
一把破旧的骨凿细心清理，再耐心缝合
每层组织。 在他的治疗下，男孩逐步恢
复健康。

“几十年来， 前任队员们也是在这
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奋斗的。 作为援外
医生，我们绝不能放弃，要尽心尽力帮
助患者。 ”刘强说。

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精湛的医术，
援外期间，刘强累计诊疗门诊患者 6300
余名，开展手术 1607 台。 在苏丹局势动
荡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紧急救治了 76
名枪伤患者。

在刘强看来，援外医生不仅是救死
扶伤的白衣天使，还是传递知识和情谊
的友好使者。 担任分队长期间，他多次
组织医疗队专家开展学科理论知识讲
座及培训，帮助当地医务人员提高业务
能力， 受到苏丹医务人员和患者的赞
誉。 如今，他仍时常关注着医疗援助非

洲的信息。 多年来，他先后获得“三秦最
美医生”“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等荣誉。 2023 年，刘强获评“时代楷模”
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

2023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 几十载春去秋来，无数像刘强一
样的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前赴后继奔赴
非洲大地， 留下了无数感人肺腑的故
事，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
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我还记得曾经悉心治疗的病患、可
爱的苏丹同事、淳朴善良的百姓，尼罗河
边、芒果树下薄荷红茶的清香，恩图曼、
阿布欧舍、达马津温馨的驻地，繁星满天
的夜空，树梢清脆的鸟叫声……”在刘强
的日记里，除了惊心动魄的手术经历，更
多的是中非友谊的美好瞬间。

对未来一代代年轻的援外医生 ，
刘强深情寄语：“援外医生是 ‘穿着白
大褂的外交官’，我们要树立崇高理想
和端正的工作态度， 树立中国医生的
良好形象，做传递和平、友谊的白衣使
者。 ”

（载《陕西日报》2024 年 1 月 20 日）

“受奖的时刻倍感光荣，援外的经
历更是毕生难忘！”1 月 18 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 第 34 批援苏丹中国医疗队队
长郭永说。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表
彰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决定，第 34 批援苏丹中国医疗队获
“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第 34 批援苏丹中国医疗队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外执行任务。 全
队 42 人全部由陕西省内医院抽调而来。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郭永
担任队长， 是我省援苏丹中国医疗队的
首位专职女队长。

2018 年，医疗队刚到达苏丹，郭永便
感受到了那里的贫穷。 当地很多人缺乏
基本的医疗常识，小病拖成大病、轻病拖
成重病的情况时有发生。 医疗设备老旧，
缺乏管理，无法使用，成为摆在中国医生
面前的难题。

在郭永看来，只要肯想办法，困难总
能解决。 驻地医院卫生条件差，院方无力
添置新的消毒设备， 医疗队的医生只能
在术前准备中， 用大量生理盐水不停地
冲洗器械， 努力将病人的感染风险降到
最低。

2019 年，苏丹发生军事政变。 郭永

临危不乱，带领医疗队在困境中坚持工
作。 她回忆说：“苏丹政局动荡期间，医
疗队所在医院苏方员工开始罢工，医院
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看着病人痛苦、失
望的神情，在请示大使馆、谨慎分析局
势并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医疗队全体队
员没有怨言，坚守岗位，确保医院正常
开展诊疗工作。 ”

医疗队在当地医院全面罢工的非常
时期，积极开展医疗服务，为多名外伤患
者紧急实施手术，为苏丹人民雪中送炭，
传递着浓浓的中苏友谊， 展现了医者情
怀。

援外期间， 医疗队累计接诊患者
56606 人次，收治住院病人 2210 人次，完
成手术 4795 台次。 累计为在苏华人提供
常规诊疗服务 156 人次， 抢救危急重症
患者 4 人次，为 20 余人次进行体检。

苏丹生活环境艰苦， 卫生条件差，
疟疾及其他热带传染病高发。 援外期
间，为了保障队员们身体健康，郭永坚
持每天早、午餐时清点人数，督促队员
按时吃饭； 指定专人维护住房门窗，确
保完好无缺损； 及时清理驻地积水，定
期发放灭蚊杀虫用品，有效切断传染病
的传播途径，42 名队员无一例感染。

医疗队与当地医生密切配合，不仅

诊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还在有限
条件下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开展了多
项高难度医疗技术服务， 创造了多个
“第一”———成功在受援医院举办第一
届显微外科、第一届神经内镜手术等系
列培训班，并完成一例开颅手术；让“截
骨矫形术”“三针缝合法”等具有中国特
色的诊疗方法在苏丹落地生根。 医疗队
7 个科室共计 11 项技术填补了受援医
院专业空白，其中包括眼科“白内障超
声乳化+折叠晶体植入术”、 妇产科“先
天性无阴道阴道成形手术”等。

苏丹当地光照时间长、 紫外线强，
白内障患者非常多。 医疗队针对当地病
情特点，开展“白内障复明工程”义诊活
动， 免费为经济困难患者施行手术，为
当地大量白内障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
希望。 医疗队从项目审批、药品耗材采
购开始，克服重重困难，牺牲休息时间，
为苏丹 159 名白内障患者无偿提供手
术治疗，帮助他们重见光明。 由于病患
众多，眼科同西龙、王永斌等医生往往
要工作到夜里 12 时以后。 看到病人复
明后感激的目光，他们说，一切辛苦都
是值得的。

医疗队针灸科医生运用中医理论
和技术救治了大量患者， 并为行动不

便者提供上门诊疗服务。 脊髓肿瘤、重
型颅脑损伤、失血性休克等一批疑难、
危重患者在精心治疗下痊愈或病情有
所缓解。 医疗队成员成为受援医院最
重要的医疗技术带头人，在神经外科、
显微外科、 创伤急救等诸多领域成绩
显著。

在援外工作的一年中，郭永几乎没
有睡过一个踏实觉。 她说，身为队长，确
保每一位队员的安全是她的责任。 她坚
信，作为一名女队长，她可以做得更细
致更周到。 说起这位女队长，队员们无
不竖起大拇指。 他们一致认为，在郭永
队长的带领和鼓励下，大家工作开展顺
利，个人收获颇丰。

一年中，全体队员不断学习专业知
识，定期开展学术活动，踊跃发表学术
论文， 共有 20 名队员以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学术论文 41 篇，参与申请省部级、
国家级科研项目 4 项。

“我们是一支特别团结的队伍。 在
当时艰难的环境中大家齐心协力、共同
坚守，回到各自工作岗位后，我们依然
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郭永说。

（载《陕西日报》2024 年 1 月 22 日）

“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我们受祖国
派遣前往马拉维执行援外医疗任务，应该尽自己所能为
当地的病人提供帮助，传递情谊。 ”1 月 21 日，第 9 批援
马拉维中国医疗队队长、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
师钟红平说。

日前，钟红平被授予“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提起自己的援外经历，钟红平陷入回忆……

2021 年 11 月，新一波新冠疫情席卷马拉维。 11 月
17 日， 由钟红平任队长的第 9 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
到达马拉维，稍事休整后就承担起受援医院的日常诊疗
工作。

“到达后留给大家适应的时间很短， 很多病人都需
要我们，所以大家很快投入到工作中。除了门诊，我们也
在线上为许多当地华人提供医疗咨询。 ”钟红平说。

在之后的一年里，第 9 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在受
援国医院累计接诊患者 10565 人次 ， 收治住院病人
14181 人次，完成手术 3469 台次。

马拉维地处非洲东南部，艾滋病、疟疾、霍乱等疾病
多发。 除了疫情的考验，医疗队员们在当地还要面对手
术中暴露感染的极大风险。

2022 年 7 月， 钟红平在当地医院对一名重度窒息
的新生儿进行紧急抢救。 眼看情况危急，钟红平立刻对
新生儿实施胸部按压。 在施救过程中，新生儿的血液从
防护服与手套的连接处溅到了钟红平的皮肤上。

“我当时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也不敢停下来。抢
救是跟时间赛跑，如果停下来，这个孩子可能就救不回
来了。 ”钟红平说。

经过近半小时的抢救，钟红平终于将这名新生儿从
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然后才走出抢救室去清洗血液。 所
幸，最后并没有感染。

在马拉维援助的日子里，钟红平感受到了当地人民
对中国医生的认可。

钟红平曾接诊过一名患疟疾的 6 岁儿童。被母亲送
来医院时，这名儿童已经陷入昏迷。 钟红平全力以赴进
行了救治。

两三天后，孩子终于清醒过来。 母亲的眼睛里涌出
了泪水，她不停地用奇契瓦语向钟红平表达感谢。

“我能感受到， 中国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是被当地
人民看见的。 他们的认可，给了我们更多动力。 ”钟红平
说。

医者无疆，爱无国界。援外期间，钟红平先后参与抢
救了 60 余名患心肌炎、疟疾、重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非洲
儿童。

在援外医疗的道路上，钟红平坚持传承和发扬白求
恩精神、延安精神，以医者仁心在异国他乡传递温暖。

有一次，钟红平在儿童病区看到一名非洲母亲正在
徒手为孩子换药。 这名儿童钟红平之前关注过，营养不
良、艾滋病和结核病让他全身溃烂，换药时如果不做好
防护，可能会加重溃烂并造成对其他人的感染。 看到这种情况，钟红平当
即找来防护手套交给这名母亲。

“刚开始，我给她手套，她可能觉得非常珍贵舍不得用。后来我向她解
释了手套的作用，又给了她许多手套，她才开始用。 ”钟红平说，医疗队员
在马拉维除了接诊患者，也希望把健康知识传递给更多当地人民，在点点
滴滴的小事中帮助他们、影响他们。

在紧张的医疗工作之余， 钟红平还带领医疗队员积极协调推进与姆
祖祖和卡穆祖中心医院两个对口医院的合作项目工作， 并为在马中资机
构人员做好医疗服务保障。

2022 年 10 月， 面对疟疾、 新冠疫情感染的风险以及诸多不确定因
素， 钟红平带领全体医疗队员在马拉维利隆圭的一个村庄为当地村民义
诊。义诊期间，医疗队共诊治 300 多名患者，接受咨询 400 余次，并为当地
村民捐赠了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

现在，钟红平已经回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投入正常工作，他仍经常想
起在马拉维一年的援外时光。

“虽然当时我们每名队员都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需要不断从衣食
住行上适应当地环境，但我们也感受到当地人的温暖，体会到作为中国医
生的自豪感。 如果再有机会，我依然愿意承担援外工作，走出国门传递友
谊、播撒中国大爱。 ”钟红平说。 （载《陕西日报》2024 年 1 月 23 日）

刘强：做传递中非友谊的“白衣使者”
《陕西日报》记者 张乐佳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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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陕西日报》记者 张家祯

安康中学高新分校致力于 “办有温度的教
育”,全力打造以人为本的温度教育。 经过不断探
索和实践,安康中学高新分校的温度教育已逐步
丰富,包含了“关爱教师、倾爱学生、携爱家长、仁
爱社会”等四大体系(简称“温暖四爱”)。 基于此，
本学期学校教务处在工作中积极谋划，基于安分
的“温暖四爱”体系服务广大师生，让学校师生在
阳光体育、阳光悦读、阳光美育、阳光教学中感知
安分的温度。

阳光体育， 收获欢乐的同时强健了体魄 。
午餐过后，冬阳正暖，操场上初中生整齐列队，
跟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做广播体操热身，结束
后继续开展趣味运动会 ：班级拔河 、接力障碍
跑、趣味跳绳……形式多样；晚餐过后，夕阳西
下 ，高中生成为操场上的主角 ，篮球 、乒乓球 、
武术这些多样的体育活动既培养了学生兴趣，
又增强了学生的体魄。 “这是我每天最期待的
时间 ,阳光体育对于我们而言十分重要，让我们
僵坐一天的身体得到舒展，使我们满电复活。 ”
高二年级的同学这样说。

对于学生而言，跑跑跳跳、说说笑笑，是每天
的“标配”，自由奔跑，欢声笑语是校园充满活力
的风景。 为把学生的欢笑与汗水留在操场上，教
务处制定了详实的活动方案， 编制了作息时间
表，在教学时间紧张的情况下，依然能保障每天
1.5 小时的活动时间，关爱学生的成长，做到“一
切为了孩子”。

阳光阅读， 疏解压力的同时充盈了精神 。
“学校的‘阅读吧’是我在高三最爱去的地方，它
是我疏解复习压力的避风港。 在这里，我可以暂
时抛掉焦虑的情绪，伴着阳光沉浸在书的世界中
享受宁静。”高三（2）班梁宇航同学这样描述他的
课外生活。 为了给更多像梁宇航一样热爱阅读
的安分学子提供放松和娱乐的方式，教务处图书
馆在“阅读吧”的布置上下足功夫，柔软的座椅，
一个个精巧别致的读书角，丰富的藏书，满足不
同学生的阅读需求。 此外，“阅读吧”还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与同学交流的平台。 在这里，学生可以
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阅读心得，一起探讨
书中的精彩内容。

书籍是巍巍学府底蕴文脉的不竭源泉，阅读
是莘莘学子浩然文气的厚重根基。 如果说阳光
体育活动能使同学们充分活动筋骨，那么学校的

“阅读吧”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港湾。学
期之初，图书馆便确定了服务目标，在教材发放、
阅读课安排、借阅值班、书法绘画作品展等多方
面做到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

阳光美育， 让社会优秀文化温润书香校园。
“在科技体育艺术节中， 当幽默的阿尔法机器人
在操场上舞蹈， 当小小的机器里发射出烟圈大
炮，当看到上一秒还握在手中的航模真的翱翔于
天空之上，我深刻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它推动
着社会的创新与发展，也为我们的不断奋进留下
驱动力。”一位学生感慨道。航模展演、科技展演、
汉江水鸟展览， 同时还有师生的科技作品展，这
些都出现在学校的科技艺术节上，吸引着学生的
目光。 诸如此类活动还有很多，例如在书法名家
进校园活动中，大师们用笔墨传递着中华文化的
气息，犹如群星闪烁，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汲取着
艺术的光芒， 眼睛中闪烁着对艺术求知的火花。
教务处积极为全体师生搭建展现自我的舞台，着
力打造有品位、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展示该校师
生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

阳光教学，让过程管理夯实提质增效。 学校
教务处本着对学生发展、教师负责的态度，学期
期中、期末组织业务骨干对全校教师的教案进行
了认真、细致、全面的检查。检查过程中各学科组
用打分表进行评价，将检查出现的问题记录在检
查表上，同时对优秀教案给予表扬和肯定，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中肯建议，以促使老师及时改进检
查。正如青年教师付先亮所言：“教案检查的过程
完全透明，反馈的问题极为细致，今后我将对自
己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同时向身边的优秀同伴
学习，争取做到更好！ ”

除了教案检查之外， 教务处还在学生评教、
高考报名、日常巡查课、日常考试等多方面入手，
致力于为全体师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取长补
短的平台，不断强化教学常规精细化管理，谋划
教学新思路，确保教学工作的扎实推进，将“温度
教育”落到实处。

冬 日 暖 阳 再 一 次 升
起， 学生脸上的欢笑不断
浮现。 教务处将为安分的
祥和美好、为安分的“温暖
四爱” 继续贡献自己的光
与热。

2 月 3 日下午，汉滨初中（教育集团）举办了 2024 年迎新春文艺汇演。 受邀嘉宾、家长代表和该校教职工欢聚一堂，共同
迎接新年的到来。

文艺汇演以“逐梦新征程 奋进向未来”为主题，展现出该校师生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昂扬斗志。 暖场视频之后，主
校区管乐社团的同学用一首《新年好》奏响了迎春汇演的序曲。 紧接着，小品、歌曲、舞蹈、武术等精彩节目纷纷登场。 主校区
小花蕾话剧社精彩再现获省级大奖的心理剧《铃声》，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汇演中场，该校往届优秀毕业生通过短视频的形
式，从世界各地为母校师生送来新春祝福，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和美好祝愿。

阳光之下的安分温度
通讯员 杨万明

2 月 2 日 ， 安康 2012 年出生的 12 名
“小龙人”，走进江苏省常州市“白象”梳篦制
造车间，手工描绘木梳图案，传承非遗技艺。

记者 周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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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指导导““小小龙龙人人””手手工工描描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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