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外醫療六十載 跨越山海寫大愛
向76國和地區派遣近3萬人次 診治患者近3億人次

60年間，中國累計向76個國家和地區派遣醫療隊員近3萬人次，診治患者近3億人次；與43個國
家48家醫院建立不同形式的對口合作關係；和有關
國家合作建立25個臨床重點專科中心，引入數
百項新技術，從「輸血式」援助轉向可持續
「造血式」合作……60年來，一代又一
代中國白衣天使遠赴他鄉、接續奉
獻，在異國譜寫大愛之歌。24歲的
江蘇鎮江姑娘邱月華是首批援阿爾
及利亞醫療隊隊員。當時最遠只去
過南京的她，連非洲在哪兒都不知
道，也義無反顧選擇了奔赴使命。
輾轉10天，第一支中國援外醫療隊最

終抵達了地處撒哈拉沙漠邊緣。被稱為
「沙漠之門」的阿爾及利亞賽義達。

醫者仁心赴非迎新生扶危難
當時，賽義達省醫院孕產婦多，醫療隊只有一名婦

產科醫生，幾乎要負責醫院全部婦產工作。
「這是我接出來的孩子，其中的一個母親患肺結核，孩子

交給我們餵養，現在已經快到一個月了……」1965年4月，年
輕的邱月華在一張滿月嬰兒的照片背面，記錄下了這樣一段文
字。
西諾瓦是法語「中國人」的發音，為了感謝中國醫生給予的

「新生」，當地很多孩子被父母取名為「西諾瓦」。60年來，
一批又一批「中國媽媽」，已經在阿爾及利亞累計接生新生兒
207萬餘名。
與非洲這片土地有着「過命交情」的還有援桑給巴爾中國醫

療隊隊長盧建林。
2011年9月10日，坦桑尼亞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沉船海難事
件。在這場與死神的賽跑中，面對上百人的溺水救治，面對落
後的醫療條件和語言不通，盧建林和隊員們開出了一份中國方
案。在短短一天內，處置傷者150多位，搶救重傷患者13名。
三天時間的救援，讓400多位沉船事故受傷者陸續康復。

留下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
國雖有界，醫者無疆。
從應對突發救援事件，中國援外醫生的身影從未缺席。
2014年初，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在幾內亞的一年半，中國
第24批援幾內亞醫療隊隊員為幫助幾內亞抗擊埃博拉作出積極
貢獻同時，當地醫療條件、醫療水平的嚴重落後，讓中國第24
批援幾內亞醫療隊隊員陳旭憂心忡忡，「當時，全幾內亞只有
中幾友好醫院有唯一一台手術用顯微鏡，卻因為當地醫生不會
用，長期閒置在庫房。」陳旭帶着當地醫生，做了幾內亞第一
台顯微神經外科手術，兩個月後，幾內亞醫生獨立完成了第一
台顯微神經外科手術，正式開啟了幾內亞神經外科顯微時代。
2017年，在南蘇丹的朱巴教學醫院，隊長朱興國在國內專家
的遠程協助下，成功完成了該院第一例巨大腮腺腫瘤手術；寧
夏援貝寧醫生郎志存在當地建立「中國—貝寧遠程會診中
心」；廣東援多米尼克醫療隊員吳德熙建立起當地歷史上第一
個心血管專科；2022年11月位於赤道幾內亞的中赤幾友好醫
院順利竣工……
60年來，中國援外醫療隊隊員們為發展中國家援建醫療衞生

設施共130多所，培養醫療人員10萬多人次，極大提高了受援
國醫療技術水平，留下了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
凡為醫者，遇有請召，不擇高下，遠近必赴！如今，中國援

外醫療隊正在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的115個醫療點開展工作，
其中近一半在偏遠艱苦地區。
60年不是到達終點，而是整裝，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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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 綜合新華社

及央視網報道，1962年12

月，中國衞生部收到了一封特殊的

信件。剛剛宣告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政府通

過國際紅十字會向全世界發出緊急醫療援助的呼

籲。阿政府沒想到的是，剛度過困難時期，正在艱難

恢復中的中國第一個宣布：選派優秀醫生組成中國

援外醫療隊馳援非洲兄弟。1963年 4月 6

日，第一支中國援外醫療隊從北京出

發，自此開啟中國長達半個

多世紀的援外醫療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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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中國家援建醫療衞生設施共130
多所，培養醫療人員10萬多人次

來源：新華社

◆1966年5月，在阿爾及利亞瑪斯卡
拉，兩位經過中國醫生醫治後重見光
明的患者和中國女醫生一起拍手歡
呼。 新華社

◆1981年，在贊比亞卡波韋總醫院工
作的中國醫療隊醫生為當地群眾治
病。 新華社

▲1963年4月，中國第一支援外醫療隊抵達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圖為 2023年8月5日，在巴布
亞新幾內亞中央省的一個村莊裏，第12批援巴新中國醫療隊副隊長、新生兒科副主任醫師劉振
球為一名小病人聽診檢查。 新華社

▼2023年8月21日，前來就診的所羅
門群島民眾在中國海軍「和平方舟」
號醫院船進行血壓檢測。 新華社

◀ 2020 年 3 月 21
日，在塞爾維亞首都
貝爾格萊德，前來迎
接的塞爾維亞總統武
契奇（左）與中國援
助塞爾維亞抗疫醫療
專家組成員「碰肘」
致意。 新華社

▲ 2013年8月21日，在位於
馬耳他第二大島戈佐島的維
多利亞市，中國援助馬耳他
第十一批醫療隊隊員在戈佐
總醫院門診部為患者進行針
灸治療。 新華社

港青訪哈爾濱 體驗冰雪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欣欣、吳千 哈

爾濱報道）攜手搏擊時代長空，齊心開
創美好未來。230餘名香港青少年及教師
日前參加一個以「尋根逐夢．相約哈爾
濱」為主題的交流活動來到哈爾濱市，
參觀名校、考察經濟園區、感受冰雪文
化之餘，更被內地的教育水平和高校建
設深深震撼。
「尋根逐夢．相約哈爾濱」2023香港
青少年交流活動於去年12月舉辦。參加
者來自九龍西潮人聯會、香港青年協進
會、香港義工聯盟、九龍城區青年聯
網、東九龍青年社等香港青年社團組
織。

了解航天基礎 致敬先賢偉績
活動期間，交流團參觀了哈爾濱工業
大學和哈爾濱工程大學兩所高校。「參
觀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航天館，了解了
祖國在航天科研方面的歷史和成就，尤
其是高校的學子作出了那麼多的貢獻，
我覺得特別震撼、非常的厲害。」來自
香港義工聯盟的團員劉莉霖激動地說，
「我第一次知道做宇航員也是那麼的辛
苦，他們的宇航服重達120公斤。」
「一走進哈工大，我第一感受是非常

驚喜的。聽到他們對於學校歷史和中國
航天史的講述，我覺得這些大學生講解
得非常專業，言談舉止也很自信，讓人
很嚮往。」香港東九龍青年社的李鈺瑩
告訴記者。
「很幸運能來到哈爾濱工程大學參

觀，了解這所學校的背景和歷史。」考
察團學員蔡晉韜表示，他正在香港理工
大學學習機械工程，因此來到哈工程參
觀帶給他很大的鼓舞。
「在成立這所學校的時候物資比較缺
乏，但就在這種情況下，老一輩人才在
這裏潛心研究、不斷創新，突破外國對
我國的技術封鎖。讓我看到前輩們所貢
獻和付出的一切，為我國國防事業奠定
的基礎，讓我對這所學校和前輩充滿了
敬意。」
「學生們對參觀名校、了解學校發展
歷史特別感興趣，有的還直接跟講解員
互動提問，興致非常高。」香港九龍西
潮人聯會考察團副團長陳治華告訴記
者，「希望同學們把所聞所得帶回到香
港，與同學和親朋分享。」
「尋根逐夢．相約哈爾濱」活動旨在
強化港澳青少年愛國教育，加深香港青
少年對哈爾濱的了解，促進哈爾濱與香

港的交往交流。
活動期間，哈爾濱市僑界青年聯合會

與來訪社團互贈禮物，締結兩地青年交
流交往友好關係；市委統戰部啟動了
「青春信使．冰城快遞」行動，將哈爾
濱吸引人才和投資政策、亞冬會宣傳海
報、方正非遺剪紙、哈爾濱市學生手抄
詩詞、哈爾濱特色文創產品等打包交付
來訪青少年，希望他們作為青春信使將
冰城禮包帶回香港，向親人朋友、老師
同學多多講述哈爾濱故事，通過口口相
傳，促進哈港兩地關係更加親厚、交流
交往更加緊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吳
千）交流團此行除了參觀交流外，不少
團員還首次感受到哈爾濱的冰雪文化和
獨特魅力。
當團員們來到聖索菲亞大教堂和中央

大街，遊覽哈爾濱必打卡的旅遊景點
時，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拍照打卡、舉着
一串串冰糖葫蘆和奶油冰棍一嘗究竟。
「第一眼看到大教堂感覺很高，很漂

亮，感覺這個教堂很有文化特色。」考
察團學員陳泊延告訴記者。

「好冷啊，但是真的太漂亮了，這個
冰雪王國建得這麼大，冰建築特別壯
觀，冰雕非常精緻，哈爾濱人怎麼能那
麼厲害！」在冰雪大世界，大家讚嘆不
斷，不停地變換着姿勢拍照，有的還在
雪地中打起雪仗，留下美好的紀念。
東九龍青年社社長馮錦濠表示，通過

此次活動，香港青少年們了解到很多北
方民俗特色，更難能可貴的是，通過兩
地青年的交流，為他們未來的求學和發
展、擇業提供更多的機會。

打卡白色世界 深入了解北方民俗

◆學生細聽關於航天員宇航服的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攝

◆學生感受冰天雪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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