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责编：熊 建 邮箱：bearjian@126.com

2024年3月19日 星期二

“一带一路”话健康▶▶▶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医
优势专科建设”，为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指明了方向，中医药振兴发展将展现出新
气象、新格局，迎来发展新篇章。

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病、疑难病、重大疾病等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建设中医优势专科是中医药发
展的根基所在，是中医医院实现持续发
展的基石，是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的必由之路，是建设
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高中医
院临床医疗水平、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
源扩容和均衡布局的重要举措。

目前，甘肃充分发挥重点专科、优势
专科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县级中医医疗机
构布局建设特色优势专科23个；河南以市
级优势专科带县级特色专科，将县级中医
院优势专科列入协同建设，对97个县级中
医院专科开展建设；海南推动首批 3个中
医优势专科集群建设，提升 25 个专科 14
个中医优势病种服务能力；云南结合地方
民族医药特色，建设涵盖92家县级中医医
院针灸、康复、骨伤等中医特色优势专科
261个……“中医优势专科之花”正在中华
大地绚丽绽放。

建设中医优势专科，一定要立足临
床，彰显中医药独特优势，以提高疗效
为核心，精心构建中医特色鲜明、临床
疗效显著、结构布局科学、专业与地域
覆盖广的中医优势专科体系，构建中医
优势专科协作网络平台，提高中医临床
疗效和重大疑难疾病的诊疗水平。要坚
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积极与现代医
学科技相融合，加强中医药专科人才梯
队的培养，与时俱进，持续提升优势专科水平。要深入挖
掘、系统整理、大力推广各专科中医特色技术，有机融合中
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断拓宽和创新中医特色疗法。
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建
设，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不必过于追求高端和先进，而
应更加注重实用性和适用性。要持续强化中医优势专科集群
建设，推进中医专病门诊建设，以满足现代人民健康需求为
出发点，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和标准化优势，构建我国中医
专科建设发展新格局。

通过做优做强中医优势专科，不断完善中医医院基础设施
和诊疗设备、提升专科诊疗技术水平，培养一批能够深深扎根
省域地市的专科带头人、技术团队及骨干力量，建成一批具有
示范作用的中医特色优势专科，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从而
使更多患者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中医医院也应积极把握机遇，将中
医特色、优势转化为医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优势专科建
设，协同创新，攻克更多重大疑难疾病。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
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正翻开振兴发展的崭新
一页，我们需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
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力推进中医优势专科建设，让
更多中医优势专科竞相涌现，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
作用得以更充分的发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方便看中
医、看上好中医”的期盼，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支
撑，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副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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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
上，30个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60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60多年来，广大援外医疗队员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以实际行动讲
好中国故事，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日前，记者约请了两位
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讲述援外医疗期间发生的故事。

援外医疗队员倾情讲述——

当地百姓有疑难杂症
都想找中国医生诊治

本报记者 龚文静

几内亚位于西非，靠近赤道，毗邻
大西洋。2020年9月，我们一行21人刚
下飞机，一股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很
多人由于缺乏防护经验，抵达第一天，
几内亚的天气就给大家来了个下马
威：暴露在外的皮肤完全被晒伤。

当地虫蝇极多，容易传播霍乱、痢
疾等。医疗队专门成立了“数苍蝇”小
组，每周计算捕蝇器里的苍蝇数量，超
过一定标准，就要对驻地全面消杀。

比蚊虫和气温更可怕的是“黑曼
巴”，这是非洲体型最长、速度最快、攻
击性最强的毒蛇。如果人被咬上一口，
一小时内就会死亡。当时，我们在驻地
发现过一条，吓得我们赶紧找来驱蛇
药，撒遍各个角落。此外，疟疾、埃博
拉等，也都叫我们赶上了。援外18个月
里，我瘦了整整20斤，大家开玩笑说这
是减肥的好机会。

医疗队工作的地方在位于几内亚
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当地
经常停电，有时 1 个小时内能停 6
次，于是大家全掌握了打着手电筒做
手术的技能。

我在这里做了大大小小 100 多台
手术。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坠楼患者，
胸、腰椎粉碎性骨折。手术由我和当
地医生联手操刀，但主要步骤完成
后，患者突发急性溶血反应，心率飙

升、血压急降，尿袋成了酱油色。根
据当地同行经验，这是疟疾急性发作
引起的，很可能危及生命。检测结果
证实这一判断后，我们立即给患者注
射了青蒿素，情况才稳定下来。

手术前后持续了10多个小时，大
家全程戴着 N95 口罩、穿着隔离服，
所有人浑身汗透。回到驻地已是深
夜，没想到同事们热好了饭菜还在等
着我们，令人感动。

我们去之前，中几友好医院只有
基础神经外科，只能做外伤、椎管减压
等较为基础、简单的手术。当地仅有的
一台手术显微镜，还是中国 10 年前捐
赠的，光源损坏，早就积满了灰尘。

找来中国医疗器械小组的工程师
修好显微镜、帮助几方克服新技术使
用带来的心理障碍、做好显微镜清洁
消毒工作……准备了两个多月之后，
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才算初具条件，我

们做了中几友好医院第一台微创颈椎
前路椎间盘手术。

当时一名几内亚患者因车祸导致
颈椎、脊髓严重受伤。看到患者术后
第二天下肢麻木感明显改善，第四天
能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起，第六天就能
独自走动，这种“小切口、小创伤、
康复快”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颠覆
了几方神外医生的认知。

等我们用显微镜连续成功做了几
台手术后，几内亚神经外科主任请求
中国医生将显微外科技术和培训理念
留在几内亚，于是“神经医学专家讲
坛”应运而生。

医疗队10名专家积极报名，一次
性排了 10 个月的课程。为方便教学，
大家把中文教材翻译成英文，再请人
转译成法文，然后请北京语言大学核
对再传到法国让外教审核，编写出一
本法文版显微外科培训教材。

对我来说，用法语讲课比做手术
还难。一节 40 分钟的课，我要准备
100 多个小时，一有空就在宿舍背法
语授课内容。从坐在主刀位演示，到
站在助手位打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
手把手教学，当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
正规的显微外科手术。我们为当地留
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由于长年和中国医生交往，几内
亚医生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有的
还能用中文进行基本交流。几内亚百
姓非常淳朴善良，喜欢和钦佩中国医
生。因为信任我们的医术，当地百姓
有什么疑难杂症都想找中国医生诊
治 ， 有 些 人 还 给 孩 子 取 名 “ 西 诺
瓦”，在法语里是“中国人”的意思。

出国前，爱人为我定制了一个水
杯，上面印着儿子的照片。泡茶时看
见照片，就好像跟孩子在一起。逢年
过节，我们会爬到驻地最高的水塔上
眺望大海，思念家乡。有一次，我们
3 个医生结伴来到海边，谁也不说
话，默默想着祖国和亲人，留下了一
张合影。我给照片起名为《思念》。

援外医疗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
务，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经历。
作为中国的临床医生，能有机会为国
家医疗援外事业做一些微薄贡献，我
感到非常光荣。

援外18个月，瘦了整整20斤
第28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队员 王兴文

援外医疗工作者对阿尔及利亚
并不陌生。1963 年，中国第一支
援外医疗队的目的地就是阿尔及利
亚。这个国家地处北非，北边跟法
国、西班牙隔海相望，南边是撒哈
拉沙漠。2021年9月，我们医疗队
81人被分成8支小分队，开始为期
两年的医疗援助。

我去的是海拔 1000 多米的赛
地夫省，在赛地夫大学附属妇产医
院工作。我们的驻地像一个集体宿
舍。卧室、厨房虽然简陋，但收拾
得很齐整。蔬菜不够吃，大伙儿就
在宿舍旁开了一块地，种上白菜、
萝卜、小葱等，很快成了绿油油的
一片。援外很辛苦，但大家都会尽
量把生活过好。

如果要问谁能经常见到塞地夫
午夜的景色？我想我是其中一个。
作为队长和妇产科医生，我的手机
总是 24 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半
夜遇上紧急情况，无论严冬还是酷
暑，我总会“和时间赛跑”，坐上
救护车，飞驰在塞地夫的街头巷
尾。在去抢救孕妇的路上，我习惯
在脑中快速过一遍抢救方案和具体
步骤，做到心中有数。

我遇到过一名年轻孕妇，她出
现了重度胎盘植入，这是最严重的
妊娠并发症之一。这类手术在阿尔
及利亚成功率不高，操作不当会导
致孕妇死亡。当天，小小的手术室
里围了 10 多位医生，一起应对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好在患者出血
量不多，手术很顺利。患者醒来
后，紧紧抓住我的手，还跟中国医
生们合了影。几个月后，她带着亲
手制作的糕点专程上门感谢。

阿尔及利亚缺乏系统完善的产
前筛查，孕产妇重症率、死亡率高。
我们几乎遇到了妇产科教材里所有
的危急重症：脐带脱垂大出血、羊水
栓塞、产后失血性休克……好在经
过中国医疗队两年的努力，受援医
院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80%，新生

儿死亡率也明显降低。
两年援外经历，让我们对阿尔

及利亚的医疗制度、社会环境、工
作流程等有了充分认识，对当地各
种常见病、多发病也积累了丰富经
验。由我牵头、援阿医疗队集体编
写了《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妇产专
业培训教材》，一共 900 多页，内
容很详尽。针对当地临床工作最急
需的知识技能，我们多次组织专题
讲座进行系统化授课。

我在这里还收了许多徒弟。
其中一名叫安玛·哈姆扎，2023年
4月，他来我们妇产科实习。安玛
很有天赋，动手能力强，一点就
通。每练会一个小技能，比如打
外科结、缝皮、关腹，他都会高
兴好几天。看到他，我总会想起
自己当年实习的样子。安玛告诉
我，访问中国已经成了他的人生
愿望之一。

2023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
遣 60 周年，我在国内参加了一场
纪念活动。现场有一名不远万里而
来的阿尔及利亚女士，她跟另一位
80 多 岁 的 中 国 医 生 哭 着 抱 在 一
起。原来 30 年前，十几岁的她意
外被牛咬掉半边鼻子，是这位中国
医生最大程度上帮她恢复了容貌，
还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中国医疗队跟阿尔及利亚人结
下了深厚情谊。走在大街上，当地人
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去市场买菜，
有些摊贩会硬把菜塞给我们。实在
没法拒绝，我们就回赠一些水果。

阿尔及利亚算得上是我的第二
故乡。援外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多
事，父亲去世，女儿高考。我每周都
打视频电话，安慰母亲，鼓励女儿，
感谢妻子，也跟她们分享见闻。

我既是儿子、父亲、丈夫，也
是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对我来
说，援外医疗是一份极其珍贵的人
生经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
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碰上教材里几乎所有危急重症
第27批援阿尔及利亚中国医疗队赛地夫分队队长 朱 涛

新视野▶▶▶

由中建八局一公司承建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北院区 （一期） 项目
处于验收交付阶段，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院区绿化、苗木栽植施
工，今年将交付运营。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按照1000床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
准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济南起步区首座三甲医院，更好满足群众就医
需求。

田帅韬摄

王兴文 （右） 对几方人员进行新型手术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培训。
受访者供图

朱涛 （右一） 为当地医生进行腹腔镜模拟训练器演示。 受访者供图朱涛 （右一） 为当地医生进行腹腔镜模拟训练器演示。 受访者供图

王兴文在神经医学专家讲坛上用法语授课。 受访者供图王兴文在神经医学专家讲坛上用法语授课。 受访者供图

朱涛 （左五） 与赛地夫妇产医院听课医生、医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顾天成） 记者13日从国家疾控局获
悉，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9%，总体近视率较2021年 （52.6%） 下降0.7个百分点，与2018年全
国近视摸底调查结果 （53.6%） 相比，下降 1.7个百分点。我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呈现下降趋势，近视低龄化态势得到缓解。

监测数据还显示，2022年，在已经近视的学生中，轻、中、高度
近视分别占 53.3%、37.0%、9.7%，高度近视比例降低；小学、初中、
高中总体近视率分别为36.7%，71.4%，81.2%。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近视防控工作解读表示，下一步，国家疾控局
将持续推进近视防控工作，继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及影响因素的监
测评估，推广近视防控适宜技术，加大专业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南、规
范、标准的宣贯普及力度。进一步加强学校卫生监督工作，督促学校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做好科普宣传，指导学生、家长和教师了解科学
用眼和护眼知识，帮助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用眼卫生习惯。

我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率呈下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