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洪医生在津巴
布韦留影。

（受访者供图）

1973年3月，湘
雅二医院首批援塞拉利
昂医疗队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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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疾病肆虐的城市带来希望

李贺君告诉记者， 当初被派
遣外出援非的消息来得很突然，
他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家里母亲
正身患重症， 两个孩子只有三四
岁， 妻子又在部队。 去北京临行
前， 他抱着年幼孩子来到母亲的
病榻前：“妈妈， 党和人民给了我
重托，对不起您了！”“儿啊，去吧。
妈妈没事， 妈妈在家等着你平安
回来！”母亲的理解和叮嘱，让这
个汉子泪眼婆娑，顿时安心不少。

路上花了7天时间。李贺君回
忆，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后，
医疗队驻扎在罗蒂芬克医院。

“终年蚊虫滋生，疟疾肆虐。”
即使是首都， 这里也几乎没有环
卫工人， 到处可见被苍蝇包围的
垃圾堆。 当地百姓习惯吃手抓饭
和生冷食物， 更易滋生疾病。同
时， 这样的环境也威胁着医疗队

员们的健康，每天接诊各种病人，
使医护人员成了高风险人群。

疾病肆虐的同时， 这里的医
疗人才和器械都非常缺乏， 整个
国家医护人员才几十个。 医疗队
员们迅速将我国援助的医疗设备
安装好。各种“救命神器”给很多
病人带来希望，也送去健康，队员
们在弗里敦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
里，接诊的病人无数，甚至还有不
少邻国的病人前去求医。

“当地百姓在疾病治愈后，总
会把家里的农产品送给医疗队员
们。”李贺君和队友们从未收受过
病人一丁点馈赠。 他说，“不收礼
是中国医疗队的原则。”

几十年来，友谊温暖长存

“当时没电话、电报，也没有
电脑可以发送E-mail，与国内的
亲人只能书信联系， 还必须通过

中国驻塞使馆的信使队。”无数个
夜晚凝视着苍穹弯月， 如今回首
当年， 李贺君仍难忘记异国他乡
的思亲之苦。

医疗队在塞拉利昂工作期间，
时任塞国总统史蒂文斯曾两次到
罗蒂芬克医院视察并看望来自中
国的援非医疗队员们。第一次是在
1973年8月27日， 总统亲自主持为
医疗队修建宿舍；第二次是在1974
年12月参加罗蒂芬克医院附属工
程竣工典礼。 史蒂文斯高度赞扬
塞中两国医务人员的辛苦劳动和
真诚合作， 赞扬塞中两国政府和
人民之间日益增进的友谊。

1975年8月， 李贺君所在的
中国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归国。
至今， 他仍对那段在塞拉利昂的
时光念念不忘。

李贺君一直珍藏着一本泛黄
的相册， 里面有一张首批援塞医
疗队队员的合影。照片中，大家都

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 扣子扣
到了最顶上的一粒，显得很年轻。
令人遗憾的是， 照片中麻醉科的
肖律丞教授目前已经离世， 眼科
教授徐立已经离世， 唯一的女性
秦爱中护士长也已离世， 心内科
的施作榕教授，去了美国居住，如
今也很难见到。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塞拉利
昂的朋友也一直没有忘记中国医
疗队———2006年11月，时任塞拉
利昂总统卡巴阁下来我国访问，
特地来到了湖南， 专程参观了湘
雅二医院。2005年以来，33名非
洲留学生来湘雅二医院进修学
习， 他们将中国技术和中国经验
带回非洲， 作为中非友谊的纽带
和见证。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中
国对非医疗援助仍在继续， 情谊
也温暖长存。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昊
沙丽娜 实习生 刘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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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患者
超20万人次

医疗无国界。1973
年， 湖南省向塞拉利昂
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
队，1985年又增加了向
津巴布韦派遣医疗队的
任务。45年来，我省先后
向两个国家派出援外医
疗队员36批438人次（不
包括短期专家组），其中
塞拉利昂20批282人，津
巴布韦16批156人。诊疗
患者超过20万人次，完
成各类手术万余台，培
训当地医务工作者8000
余人次。

同时， 湖南省已接
收含津巴布韦和塞拉利
昂在内来湘培训的非洲
医务人员1500多名。

2016年-2018年，我
省共在塞拉利昂和津巴
布韦组织实施了对口医
院、妇幼工程、光明行等
8个援外项目，参与的医
院包括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
南省儿童医院等省内7
家大型公立医院， 合计
派出16批83人次赴受援
国开展援助任务。 共向
受援国捐赠1303万元设
备。今年还将继续派出医
疗专家赴塞拉利昂和津
巴布韦实施相关项目。

塞拉利昂、 津巴布
韦人民把我省援外医疗
队员誉为 “来自东方的
白求恩”“最受欢迎的
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昊 沙丽娜
实习生 刘孝敬

“HONG” 在英文中没有词
义， 但在津巴布韦却有一个叫
“HONG”的婴儿，这是因为是一
个叫ZHENG��HONG（郑洪）的
中国医师救了他。

2006年，湘雅二医院麻醉医
生郑洪作为医院的第十批援非医
疗队队员， 前往津巴布韦首都哈
拉雷。 他在津巴布韦规模最大的
两所公立医院———帕雷亚特瓦医
院和哈拉雷中央医院工作。 在这
两个医院里， 郑洪施行临床麻醉
1000多例，其中艾滋病病人超过
500例，管理ICU病人300多人次，
抢救急危重病人几十人次， 其中
成功实施心肺复苏8人次，从未出
现过差错事故， 受到了当地医疗
工作者的尊敬和好评。

两天5例截肢手术

在哈拉雷上班的头两天，郑

洪做了5例截肢手术的麻醉，这种
情形让他非常震惊， 因为在国内
工作10年他也没做过这么多截肢
手术。“在国内， 截肢手术有严格
的审批程序， 医生会想尽办法避
免截肢。”郑洪分析说，由于当时
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不好， 很多
病人都是等到病情严重了才就医
（如糖尿病合并肢体坏死）； 还有
一种原因是艾滋病病人多， 这类
病人感染严重很难控制；此外，医
院药材、医疗器械短缺，一旦病人
肢体血管断了就无法修复。

这样的现状， 医疗队员都很
心痛，大家只能加倍努力工作，接
诊救治病人的同时， 将自己的技
术传授给当地的医护人员， 期望
能为更多的患者治疗。

在津巴布韦期间， 郑洪所在
的医疗队还担任着驻津巴布韦中
国使团的医疗保健工作， 为大使
馆的官员们主讲了医疗常识和津

巴布韦常见病的防治， 也多次为
在津巴布韦的华人出诊。

救下的男孩取名为“HONG”

2007年6月11日下班后，郑
洪换好了衣服正准备回驻地，突
然医院来了一名急需施行剖宫产
的孕妇。

作为麻醉医生的郑洪迅速换
上工作服，返回手术室，和产科医
师一起准备迎接新生命。 医护人
员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剖宫产，
一个男婴呱呱降生。 但这个新生
儿状况非常差， 郑洪又对他成功
实施了复苏， 一个小时后母子终
于平安了。

产科医师和婴儿的父母都知
道，如果不是这个黄皮肤、黑头发
的中国医生， 孩子很可能就没救
了。为了感激郑洪，他们提出以郑
洪的名字给婴儿命名， 郑洪欣然

同意了。“我希望这个叫‘HONG’
的孩子， 可以一生健康幸福。”郑
洪每次想起在哈拉雷的时光，就
会想起这个男孩， 为他送去心中
的祝福。 ■记者李琪

通讯员 吴昊 沙丽娜
实习生 刘孝敬

非洲有个名叫“HONG”的男孩

“能够为国际主义援助贡
献力量， 我感到光荣！”1973
年，李贺君才35岁，远赴塞拉
利昂的他曾经在日记本写下
这一句话。如今45年过去，虽
然握笔的手不再那么铿锵有
力， 已是80岁高龄的李贺君
老教授却坦言仍能感受那份
荣光。

1973年3月，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向非
洲派出援外医疗队，亦是湖南
省首次。骨科的李贺君老教授
便是首批医疗队队员之一。

45年来， 湘雅二医院已
经向非洲派出18批队员共计
40人。 他们是怎样在非洲这
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他们又
如何度过思乡时光？

珍贵照片，见证医者仁心大爱
湖南首批援非医疗队纪事：为疾病肆虐的城市带来希望

▲1973年8月 27
日， 塞拉利昂总统亲自
主持为医疗队修建宿
舍，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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