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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林苗苗 、侠克 )自
1968 年北京市派出第一
批 36 人医疗队至今，50
年来已累计向非洲 11 个
国家和地区派出 51 批援
外医疗队，人员 949 人次，
其中有 11 人将生命永远
留在了受援国。

在艰苦的条件下，一
批批援外医疗队员迎难而
上，不仅救治伤病，还为受
援国培养了大批医务人
员，结下了深厚友谊，并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
队”。

迎难而上：“那

是一场永远也抹不

掉的记忆”

“那是一场永远也抹
不掉的记忆。”回想起 4 年
前援非的经历，第 24 批援
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北京
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常记
忆犹新。

第 24 批医疗队的 19
位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骨
干组建完毕、即将赴几内
亚与第 23 批医疗队进行
交接，恰是西非地区埃博
拉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

几内亚更成为其中的重灾
区，一些国家纷纷从非洲
大规模撤离人员。

第 24 批医疗队能否
按期前往几内亚？“如果我
们不来，上一批医疗队就
不能回去。我们必须有医
疗队员在那里！”王振常
说。2014 年 8 月 16 日，王
振常带领医疗队的首批
10 名队员抵达几内亚。

“我们培训了大约
1600 人，包括政府工作人
员。他们接受培训后观念
发生了改变，在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中能够采取更加
合适的策略，对几内亚疫
情的控制及今后传染病的
防控都非常有意义。”王振
常说。

尽管疫情肆虐，却不
会隔离真情。医疗队员非
常关心几内亚儿童的成长
及教育，在当年六一国际
儿童节，医疗队捐资助学，
为当地学校购买了课桌、
文具、衣物，并为其建设公
共食堂，改善健康卫生条
件。

回忆援非的情形，北
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林
海感慨地说：“去的时候觉
得会很漫长，最担心的是
家人。到真正要离开的时
候，觉得好多事情还没做，

有很多东西让人留恋。”

授人以渔：“中国白求恩”助力重症医学

“我们 2016 年 1 月抵达时，埃博拉疫情已经基本结
束。”第 25 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
宇回忆说，“协助中几友好医院建设重症医学科，是这批医
疗队的重点工作之一。”

“重症医学科对几内亚来说还是新兴学科，从人才储备
上比较薄弱。”第 25 批医疗队队员、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主
治医师王晶说，中几友好医院的重症医学科一开始只有一名
医生和几名年龄较大的护士，能开展的救治工作较为基础。

王晶说，当时唯一的一名医生戴维(音译)也不是科班
出身，而是从护士转行过来，只了解血压、心率等一些基本
知识，甚至对心电图机的使用都不掌握。

第 25 批援几内亚医疗队为中几友好医院的重症医学
科医护人员开展了 200 余学时的理论培训和 400 余学时的
操作培训，在随队翻译的帮助下培训内容全部制成法语的
幻灯片。当地的医护人员还将幻灯片整理成一本厚厚的大
册子，方便随时学习翻阅。

“当时我们找男护士当‘模特’，当地医务人员把心电图在
胸前的多种导联方式拍了照片，戴维还在本子上画成了演示
图。我们查房之前，他们都会自己练习，非常好学，看得出他
们迫切希望将重症医学科建立起来。”王晶说。

在着力提升重症医学科建设的同时，王宇还带领医疗
队为中几友好医院完善了十几项规章制度及医疗流程，使
得医院的管理更加规范高效，从而提升了医疗水平。

“在几内亚，有真本事并乐于教授给别人，就会受到尊
敬。”王宇说，“中国医疗队在非洲获得赞誉，就是因为我们
在用实际行动改善当地民众的健康水平。”

患难之交：真挚友谊弥足珍贵

患难之交让友谊格外珍贵，历久弥新。援非期间，让王
晶印象深刻的是戴维与她结下了深厚友谊。归国前，戴维和
3 名当地护士赠送给王晶一件礼物，让王晶至今都很感动。

礼物是一件当地传统木雕，一位妇女一只手抱着孩子，
另一只手托着一个盆。

“戴维说，女性代表慈祥博爱，孩子代表健康，盆里面的
水象征着博学，你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对生命的呵
护。”王晶说，“这件礼物可能是凑钱买的，因为对他们的收
入来说不便宜。我都没把回国当回事，但他们却记住了。”

“戴维常常问我，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中国学习，我告诉
他肯定有，因为中国很重视对非洲的援助工作。”王晶说，
“结果，戴维真的来了。他来北京学习两年，现在正在北京
语言大学学习中文。今年上半年我还去看望过他。”

第 24 批医疗队援助期间，医疗队的保洁员、三十多岁
的黑人小伙子马拉(音译)让队员们印象深刻。林海说：“马拉
很勤劳，每天都把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时间久了，马拉和
大家的感情很好，队员们也用中文亲切地喊马拉一起吃饭。

林海说，马拉平时穿着很朴素，在医疗队离开的那天，
他特意换上了正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医疗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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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 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维和步兵营官兵和那卡囤村小学的学生参加“友谊石”揭幕仪式。 新华社发（王岸鸿摄）

再也不用在大树下学习了
中国维和部队帮南苏丹百姓修校舍

新华社内罗毕 8 月 30 日电(王岸鸿、马玉
军)“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是南苏丹人民真挚
的朋友！”当地时间 8 月 30 日，在中国第四批赴
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修缮那卡囤村小学校舍揭幕
及捐赠仪式上，老村长查尔斯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带着学校师生员工跳起南苏丹特色的舞
蹈，表达欢迎和感谢之情。

由于战乱，南苏丹首都朱巴安全形势紧张，
当地民众常年生活在恐慌里。自去年 11 月以
来，维和步兵营官兵每天对联合国营地外围武
器禁区进行不间断巡逻，有效震慑了暴恐势力

和不法分子，增强了民众的安全感。他们还深
入村社民居了解情况，帮助困难家庭排忧解
难，与居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谊。

官兵在巡逻时发现，那卡囤村里的小学
校舍年久失修，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孩子们只
能围坐在一棵大树下学习，课下也没有合适
的场地进行文体活动。为改进教学条件，帮助
师生重建校园，中国第四批赴南苏丹维和步
兵营官兵们在站岗执勤之余，抽调力量修缮
了校舍，平整了校园场地，利用废弃木材制作
桌椅板凳，还制作了一个篮球架和一个足球

门。维和官兵还把文体用品送到学校，与孩子
们一起做游戏，教他们识字、踢球，赢得了村
民和孩子们的信任和喜爱。

捐赠仪式上，维和步兵营教导员潘高峰
与查尔斯共同为“友谊石”揭幕，见证中南友
谊的巨石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崭新的桌
椅前，学生们聚焦会神地跟着维和步兵营女
性权益与儿童保护官吴嫣学习汉语。学校老
师希拉里感激地说：“是你们让孩子们感到学
习是如此有趣。中国维和军人耐心辅导我们
各种文化知识，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慷

慨支持！”
其实，这只是中国维和官兵帮助当地人

民的一个缩影。自到任务区以来，维和步兵营
官兵多次为当地村庄开展巡诊，救治病人；今
年学雷锋纪念日前夕，他们向皇后村小学的
孩子们赠送了桌椅及学习用品；业余时间他
们还定期给这里的学生们上课，向当地村民
传授耕种技术，加深中南文化交流……

仪式结束临别时，那卡囤村小学的师生
与官兵们依依不舍，他们高呼“谢谢中国！”
“中南友谊万岁！”。

迪亚拉 1964 年出生在非洲马里的一个
医生家庭。1984 年，他来到中国进修，后来系
统地学习中医，经过多年刻苦学习获得针灸
方向博士学位。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他的
足迹遍及云南红河、怒江等地偏远山区，从事
基层卫生保健工作，累计培训村医数千人，并

广泛开展义诊。
常年奔走于贫困山区，每当遇到难处，迪

亚拉总会想起教过自己的中医老师和援非医
疗队的中国大夫。他的汉语水平不错，娶了一
名中国妻子，共同养育两个孩子。目前，迪亚拉
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云南昆明和四川成都，并在

云南省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等医院坐诊。
“中非医疗合作历史悠久，非洲人对中医

接受度高，非洲是中医‘出海’的理想目的地，”
迪亚拉说，“把中医院开到非洲去，这是我的
中医梦、中国梦，也是我的非洲梦。”

左图：迪亚拉在云南省宜良县第一人民

医院为患者诊治（2017 年 6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长山摄
右上：迪亚拉在昆明的家里阅读中医

古籍（8 月 28 日摄）。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右下：迪亚拉在昆明为患者进行双手

诊脉（8 月 28 日摄）。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一位非洲中医大夫的中国梦与非洲梦

2016 年底，35 头非洲象从津巴布韦乘坐
专机，飞越万里来到我国，其中有 12 头在北京
野生动物园安家。这些 5 到 7 岁的小家伙在北
京生活一年多了，还未与观众见面。它们现在生
活得怎么样？新华社记者带你走进象舍，近距离
探班非洲小象的北京生活。

记者一大早来到位于北京南郊的北京野生
动物园。在北京一年多，小象个长高了，也重了。

在饲养员们的精心照料下，12 头小象都长高
20 厘米以上，长得快的一头已经 2 米高了，体
重也平均增加了 500 斤左右，最重的已接近 2
吨。尽管如此，它们还未发育成熟，还在长身体，
相当于人的十二三岁。

非洲象的象舍有 1500 多平方米，室外还
搭建了数千平方米户外活动区。记者到时，象
宝宝们正在等待每天的“户外嬉戏活动”。有
的显得不耐烦，来回踱着步子，有的在用长鼻
子从水桶内吮吸清水。

来到了中国，首先得有中国名字。这 12 头
象里有 5 头公象、7 头母象，饲养员们给它们
起了吉祥、喜庆的名字，不仅有“招财”“进宝”
“顺心”“如意”，还有“福寿”“康宁”“玉娆”等。

35 岁的饲养队领班毕振超是这些非洲
小象的“中国爸爸”。这些非洲小象来到北京
后，毕振超就带领 5 名饲养员，负责起它们的
饮食起居。他本是中关村一家知名计算机公

司的“码农”，因为太爱动物，2013 年辞职来
到这里，一直负责大象的饲养工作。

每天上午，毕振超和饲养员们就来到象
舍，观察小象的粪便、尿液是否正常；8 点多
将象群放出到户外活动，接着就是清理笼舍。

每头象一天的粪便约 100 斤左右，清理起来
就要一上午。而下午，他们还要对小象进行一
些行为训练，比如张嘴、抬腿、卧地等，便于对
其身体进行检查和护理，让非洲象能更健康
地生活。

这次，毕振超让小象“招财”抬腿的时候，
发现它的脚底有些脏。毕振超打开工具箱，拿
出一把约 50 厘米的锉刀，用酒精消了毒，走
到“招财”跟前。“招财”立刻开心地将一只大
脚丫抬放在笼沿上，享受起舒服的“足疗”。

毕振超小心地用刷子清理其脚底板上的
泥土，然后用锉刀修理“招财”的指甲。“招财”

则舒服地摇头晃脑，大口嚼起另一位饲养员
喂进它嘴里的胡萝卜和苹果。

小象的伙食怎么样呢？一头小象每天都
要吃 100 斤玉米秸秆、80 斤干草和树叶，还
有 30 斤水果及蔬菜，包括香蕉、苹果、西瓜、
芹菜、胡萝卜、黄瓜等。毕振超说，动物园还在
附近承包了 20 多亩地，专门种玉米，“它们很
喜欢玉米秸秆”。

“我会一直陪着它们长大。”“象爸爸”毕
振超说，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再过几年能
看到这群非洲象繁育小宝宝，使动物园的非
洲象形成逐渐扩大的稳定种群。

“经过一年多，这 12 头非洲象已逐渐适
应了北京的生活，目前身体情况良好，与饲养
员也相处愉快。”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吴兆
铮说。吴兆铮认为，这次非洲象引进及繁育
是中非在大象保护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
“我们希望能更好地保护好、繁育好大象，与
国内外动物园加强交流合作，讲好中非友谊
和动物保护的故事。” (记者魏梦佳、张超)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非洲小象“北漂”记
在在北北京京一一年年多多，，1122 头头小小象象都都长长

高高 2200 厘厘米米以以上上，，长长得得快快的的一一头头已已经经

22 米米高高，，体体重重也也平平均均增增加加了了 550000 斤斤左左

右右，，最最重重的的已已接接近近 22 吨吨

一一头头小小象象每每天天都都要要吃吃 110000 斤斤玉玉

米米秸秸秆秆、、8800 斤斤干干草草和和树树叶叶，，还还有有 3300

斤斤水水果果及及蔬蔬菜菜。。每每头头象象一一天天的的粪粪便便

约约 110000 斤斤左左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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