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中非合作论坛 2018 年 9 月 2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李洪磊

“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际，新华社推

出大型纪录片《与非洲同行》。透过一

个个生动的故事，讲述中国人与非洲

人真诚合作、命运与共的故事。

从东非草原到西非大漠，从北非高

原到南非海岸。摄制组跨越 16 个国家，

行程 6 万公里，在非洲各个角落记录下

中国人与非洲人守望相助的故事。

在塞内加尔，14 岁男孩在中国援

建的摔跤馆参加了第一场比赛。在埃

塞俄比亚，列车员姑娘努力成长为中

国承建的、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

路的列车长。在纳米比亚，偏远地区的

失明老人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重见

光明。在津巴布韦，中国志愿者为大象

戴上追踪项圈，助力非洲反盗猎行动。

在加纳，中国建设者在扩建港口的同

时，保护了上万只小海龟。

从助力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

公路、铁路、港口等项目，到关注民生

的卫星电视、乡村医院和体育场等工

程，片中 10 名非洲主人公向观众展示

了发生在身边的中非合作项目，讲述

了他们自己与中国朋友的故事。

非洲有一句古老谚语，“独行快，

众行远。”中国与非洲曾在患难中并肩

战斗，困难前携手前行，发展中义利相

济。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永远是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

如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非

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中国梦与

非洲梦紧密相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新征程上，中国正与非洲伙伴

们，携手同行。

扫描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大型纪录
片《与非洲同行》预
告片。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
心已做好迎接各路记者采访的准备。在新
闻中心一层，设有“多彩非洲”图片展，非洲
美景尽收眼底！在新闻中心二层，设有文化
体验区。三层媒体公共工作区设置了上百
个工位，并按不同语种进行了区域划分。

现场新闻：

新华社带你参观新闻中心

水彩手绘：

带你走近万众瞩目的峰会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万众瞩目的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 9 月 3 日至 4
日在北京举行。中非领导人将齐聚北京，围
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这一峰会主题，共叙友情，共商合作，
共话未来。

在非洲乌干达郊区的贫民窟，有一位
草根导演，不远万里奔赴中国少林寺拍片，
而后回到自己家乡放映，宣传推广中国武
术文化。那里的村民，将中国功夫和好莱坞
动作元素与乌干达本土文化相结合，打造
了小有名气的“瓦卡莱坞”电影。

纪录片：

贫民窟导演的功夫电影梦

图片报道：

一起去非洲领略“非”常之美

古老而神秘的非洲大陆，拥有原生态的
自然景观，独特的风土人情，种类繁多的野生
动物。

非洲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们流连忘返。

走吧！去非洲！一起领略“非”常之美！

扫描二维码 ，跟
着新华社参观峰会新
闻中心。

扫描二维码，浏
览《水彩手绘带你走
近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

扫描二维码，观
看纪录片《贫民窟导
演的功夫电影梦》。

扫描二维码 ，浏
览图片报道《走吧，一
起去非洲领略“非”常
之美！》。

孙占国从没想过，有一天，他
会为一个非洲国家写一本全英文
的书。

今年 7 月，在中国驻塞舌尔
大使余劲松和塞舌尔卫生部部长
让-保罗·亚当等人共同见证下，
中国第 16 批援塞舌尔医疗队向
塞舌尔卫生部捐赠了由孙占国独
立编写的全英文书籍《塞舌尔放
射病例——— 影像解析与诊断要
点》。这是自塞舌尔独立以来第
一本医学影像学专著，填补了该
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

2016 年 9 月，孙占国作为中
国第 16 批援塞舌尔医疗队队员
来到塞舌尔。提到塞舌尔，多数人
脑海里会浮现出碧海白沙的美
景。然而，初到塞舌尔的孙占国，
却无心欣赏美景。

塞舌尔在医疗领域长期依赖
外籍医生，全国最大的塞舌尔医
院像个“小联合国”，有来自古巴、
印度、乌克兰和中国等多国医生。

近年来，塞舌尔政府开始注重本
地医生培养，但为本地医生开展
教学并不简单。

“他们没有片子可看，也不像
国内会打印胶片，PACS(影像存
储传输系统)也经常坏掉。”孙占
国说，本地医生是未来塞舌尔医
疗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但这里
缺乏供他们深入学习的当地常见
病种影像学资料。

孙占国想到一个办法。他将
每天遇到的典型病例进行离线储
存、整理，用典型病例的片子对本地医生进行教学。

“比如这个病例，病人主诉是腹痛，CT 扫描发现腹
腔及肝脏有感染，腹腔有异物，密度与骨质接近，怀疑是
鱼刺。”孙占国拿着一个病例对记者说。“塞舌尔人吃鱼很
多，鱼刺顺着食道下来进入腹腔的案例并不罕见。我把这
个案例挑出来，以后塞舌尔医生在诊断类似情况时就有
了参考。”孙占国说。

经过近半年病例搜集，孙占国编制的简易病例数据
库变得异常庞大，病例管理和搜索日益困难。同时，他意
识到，等援塞工作结束，没有专人讲解，这个数据库“两年
之后就没多大用处了”。孙占国开始往数据库里增加注
释，以便让后来人看懂。

2017 年 3 月的一天，塞舌尔医疗卫生机构首席执行
官丹尼和孙占国聊起此事，丹尼问：“你为什么不印出来
呢？”受此启示，孙占国开始着手写书。

中国医疗队在塞舌尔承担着繁重的医疗工作，是塞
舌尔医院的“壮劳力”。孙占国特意随身携带一台长期待
机的笔记本电脑，只要有空就写上一点。他经常下班后还
要继续伏案五六个小时，凌晨两点睡觉是常态，就是希望
在离任前把书完成。

2018 年春节，孙占国的家人来塞舌尔探亲。“每天，

我在餐桌的一端敲电脑键盘，女儿在另一侧写作业，老婆
就在旁边读书。”就这样，一家三口在风景如画的塞舌尔
过了一个足不出户的难忘春节。

“快写到最后一章时，我都想放弃了，想着是不是就
从别的书上抄一部分算了，实在是太枯燥太耗时了。”孙
占国说，是同事的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他坦言，“如家人
般的”医疗队队员们主动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帮他做饭，
给予他很多支持和帮助。

在异国编写出版一本非母语的医学专著并不容易。

历经一年多，孙占国终于完成编写。这本书收录了塞舌尔
常见病、多发病 400 余例，涵盖 157 个病种，共采用高清
影像图片 1400 余幅、英文词汇 9 万多条。

该书受到塞舌尔医生广泛好评。塞舌尔医院放射科
主任奥廖娜说，书内所涵盖的诊断经验和相关知识点，均
依据塞舌尔的实际需求，蕴含了大量实用信息，是中国医
疗队为塞舌尔医院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有了孙占国的培训教材，塞舌尔本地医生学习诊断
本国常见病、多发病就有了一个可靠“帮手”。用塞舌尔卫
生部部长让-保罗·亚当的话说：“这下好了，这个‘中国医
生’再也不会走了。”

(记者卢朵宝)新华社维多利亚 9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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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五下午，突尼斯人卡里姆·加尔比都要送女儿亚
丝明去芒扎青年文化体育中心，接受艺术体操训练。这座
青体中心位于首都突尼斯市人口密集区，周边遍布商业
区和住宅区。由于接送孩子的家长众多，加尔比每次都要
提前出发，以便找到停车位。

“这座中心投入使用 20 多年，是突尼斯市青少年最
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加尔比说，直到去年青体中心升
级改造完成，他才知道这座中心与中国的渊源。

青体中心改造项目负责人姜天立说，芒扎青体中心
由中国政府上世纪 80 年代援助建设，1990 年正式对外
开放，建筑面积超过 5200 平方米，包括剧场、游泳馆、舞
蹈房、体操房和室外足篮球场等。青体中心由当时国内一
流设计团队设计，模仿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并融合了突尼
斯当地建筑风格。

由于芒扎青体中心建成后一直交由突方运营管理，
许多当地人并不知道这座中心是中国援建的。2017 年
11 月，中突双方举行芒扎青体中心改造项目交接仪式。

如今，改造后的芒扎青体中心在正门入口处挂有“中国援
助”标识，让人们对这座建筑的“中国故事”一目了然。

对加尔比的女儿亚丝明来说，青体中心就是她对中
国最直接的印象。“我在这里学习艺术体操有 3 年多，改
造后的体操房更漂亮了，”她说，“感谢中国为我们建造这
座中心。”

突青年和体育部长切尔尼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特别强调青体中心的社会价值。切尔尼说，青体中心开设
舞蹈、体操、武术、美术等各类文体活动，为突尼斯市民提
供活动空间和更多选择，已成为突中两国合作标志性项
目。这次升级改造，中方使用先进技术，使场馆焕然一新，
设施更加现代化。

切尔尼说，青年人发展是今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
突方正加大投入，建设更多文体设施。突中两国在这一领
域合作，恰好顺应两国长期发展战略，合作内容积极实
在，目标长远，放眼未来。

(记者刘锴、马迪)新华社突尼斯电

突尼斯：

芒扎青体中心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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