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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中央宣传部授予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
表“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们是“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优秀团队”，
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2023 年 10 月 20 日，中国援贝宁医疗队队员郎志存代表宁夏，
与全国另外 7 人共同接受表彰。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被授
予“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围绕这一主题，宁夏共产党人杂志社精心策划，
组织记者先后采访援贝宁医疗队员 10 余人，形成一组报道，共 3 篇文章。本专题以
宁夏援贝宁医疗队员故事为切入点，多角度、多侧面呈现了 45 年来宁夏派出的 26 批、
600 多名医疗队员在非洲贝宁共和国，克服疾病、高热、语言不通、缺医少药等重重
困难，为贝宁人民解除病痛、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作品事例真实典型，文风清新朴
实，语言精炼生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思想性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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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发于《共产党人》杂志，发行范围覆盖宁夏各级党组织，并在“学习强国”
宁夏学习平台，共产党人网站、微网、电子刊，以及宁夏新闻网、龙源期刊网、博看
网、超星网、云展网等新媒体平台广泛转载传播，社会反响强烈，得到自治区党委、
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广大读者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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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作品报道了宁夏援贝宁医疗队员的感人故事，他们用精湛的医术、真情的服
务、无私的奉献，诠释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
队精神，以医者仁心、不远山海的信念在异国他乡谱写了一曲曲大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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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 不远山海

2023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中央宣传部授予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时

代楷模”称号，褒扬他们是“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优秀团队”，号召全社会

向他们学习。2023 年 10 月 20 日，中国援贝宁医疗队队员郎志存代表宁夏，与全国另外 7

人共同接受表彰。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被授予“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

集体”。

从 1978 年开始，宁夏向非洲贝宁共和国派出首批援外医疗队。

45 年从未间断，宁夏向贝宁派出医疗队 26 批、队员 616 名，在贝宁诊治患者 300 余万

人次，开展各类手术 10 万余例。救死扶伤、传授经验、培训医生，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

中，医疗队员们克服了疾病、高热、语言、缺医少药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批接着一批，

一棒接着一棒，竭力做好援外医疗工作。

45 年爱心接力，援贝宁医疗队队员们，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仍继续奔赴贝宁，有的

已经离开了我们，还有的则长眠在了那片火热的土地上……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激励着一

批批援外医疗队员们勇毅前行。

他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通过精湛的医术，为贝宁人民解除病痛，赢得了赞扬；

他们，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用真情服务患者，与贝宁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

医者仁心、不远山海的信念在异国他乡谱写了一曲曲大爱之歌。

策划：赵志强 冯学娟

执行：吴鹏

行走在非洲大地上的中国医生

本刊记者 闫院平

宁夏，中国的西部；贝宁，非洲的西部。

医疗援助，将两种不同肤色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宁夏自 1978 年向贝宁共和国派出第一批医疗队至今，45 年从未中断。45 年来，他们

坚持生命至上，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奉献，送医送药，为贝宁人民解除病

痛，攻坚克难开展高难度手术，填补了贝宁医疗史上的诸多空白；45 年来，他们不忘祖国

重托，坚持爱心传递，用汗水乃至生命谱写着白衣天使的颂歌，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

事，树起了一座座中非友谊的丰碑。从此在非洲大地，他们有了一个响亮称号——中国医

生。

壮志凌云赴非洲

“挥泪告别了父母妻儿，带着国家的神圣使命，怀着壮士此去何日归的别绪和献身贝

宁不思返的豪情，第一次踏上了远征西非的行程。”



“今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有点想家了，得打个国际长途电话给家里人。”

翻开宁夏医疗队队员们的那一篇篇日记、那一本本病史，写满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记

载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今年 90 岁的邹光珍，是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妇产科主任。在 60 多年的行医生涯

里，邹光珍时常会想起 45 年前那次特殊的行程。1978 年，她和队员们代表国家去贝宁共和

国进行医疗援助的那一年……

贝宁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西部，面积 11.2 万平方公里，全国有 50 多个民族，夹在赤道

和北回归线之间，终年高温，经济作物以种植棕榈为主，因而又被称为“棕榈之国”。

作为第一批援贝宁的医疗队员，邹光珍当时就想，出国后一定要树立中国医生的良好

形象，一定要以高超的医疗技术服务外国友人。出发前，医疗队员们对艰苦的条件做足了

心理准备，然而当他们抵达贝宁纳迪丹古省医院和坎迪县卫生中心后，眼前的情景仍然让

他们不知所措：没有病房，没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就连血常规的化验设备都没有；没有

水，没有电，不要说工作，就连医疗队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当时，贝宁共和国医疗事业

十分落后，全国医生还不到 100 人，一个县（市）基本上只有一家医院，每家医院只有一

个医生……

邹光珍到坎迪县卫生中心的第三天接诊了第一位患者——一位宫外孕患者因大出血被

送进了医院。“病人血压测量不到，怎么办？是抢救，还是不抢救？但如果不抢救的话，

病人很快就会死亡。”邹光珍心里很着急。

在队长孔繁元的率领下，医疗队员开始了紧急抢救。没有麻醉药，就用针灸为患者做

局部麻醉；没有电，队员们打上煤油灯和手电，邹光珍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医术，

硬是把病人从死亡边缘抢救了过来。

大家第一次在异国土地上有了欢乐与笑容。因为对这个从来没有开展过手术的坎迪县

卫生中心来说，这是先例，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尽快开始工作，队员们顶着高温酷暑，克服缺水缺电、疾病传染、语言不通等诸

多困难，连续奋战 10 多天，自己动手整理从国内带去的药品，把 100 多个包装箱堆积起来

制作成药柜，与坎迪县卫生中心的医生们一起建立了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针灸

科和手术室，配备了手术器械，安装了无影灯。就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县医院因他们的

到来诞生了。

回首当年那段刻骨铭心的援外经历，队长孔繁元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作为第一

批迈进非洲大陆的宁夏援外医疗队成员，当年意气风发的我们现在都已经步入耄耋之年，

有的同志甚至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在非洲奋战的 700 多个日子依然历历在目，虽然中间隔

着 40 多年的光阴，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技艺精湛显担当

“贝宁是个缺医少药的地方，传染病高发，过去后一定要克服困难，发挥自己所长，

造福当地百姓！”临行前师傅的叮嘱让高杰充满了信心。

2022 年 8 月，固原市人民医院妇科医生高杰成为中国（宁夏）第 26 批援贝宁医疗队纳

迪丹古治疗点队员，第一次踏上非洲，看到大洋彼岸美丽的景色和落后的医疗设施，高杰



的心里为之一颤。想到师傅邢固芬曾拖着病体先后两次踏上非洲援外 4 年，高杰下定决心，

既然来了就不能辜负使命。

高杰的师父叫邢固芬，是固原市人民医院妇科的一名主任医师，她先后于 2000 年、2010

年两次到贝宁开展医疗援助工作，2013 年荣获全国援外医疗队先进个人称号。

在固原市人民医院妇科门诊科，邢固芬向记者讲述起 10 多年前援贝宁的故事。邢固芬

说，她始终忘不了贝宁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在贝宁，轻症患者都不上医院，来医院

的都是急重症患者。妇产科的重症患者多为难产、子宫破裂、大出血休克等。医院没有先

进的医疗设备，大家只能凭着临床经验诊治。“有天深夜，一位大出血的休克患者被送到

医院，当天又赶上停电，我们只能用微弱的手机亮光作为光源。没有止血纱布和器械，就

用拳头压住出血部位，一只手止血一只手缝合伤口，大家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邢固芬

说。经过几个小时的救治，患者终于苏醒了。那一刻，队员们的脸上才有了笑容。

邢固芬说，每成功救治一名患者，大家都感到很欣慰。但有一次历险，让她差点回不

了国。在贝宁，艾滋病的发病率很高，孕产妇群体的比例更高。一次她的脚趾不小心弄破

了，正好赶上抢救一位子宫破裂的患者，由于没有鞋套穿着拖鞋做手术，患者出血太多溅

到了她的脚上，经过几个小时抢救患者得救了，但却发现患者血检呈 HIV 阳性。

伤口接触到艾滋病患者的血液，邢固芬顿时紧张了，怎么办？她立即去做了血检，但

要等 3 个月的窗口期过后复查才能定性。那段日子对邢固芬来说真是太漫长，她不敢告诉

队友和家人，每天继续坚持做手术、上门诊、出急诊，有时睡不着觉就会胡思乱想：“若

传染上艾滋病，以后怎么活下去，就再不能回到祖国了。”庆幸的是，3 个月后血液复检呈

HIV 阴性，邢固芬这才如释重负。

“不苦是不可能的，那里的条件比我想象中还要艰苦，5 年之中我得了 4 次疟疾，回国

后又得了两次。”提起援助贝宁的情景，第 9 批医疗队队长郝永存仍记忆犹新。

2000 年 11 月 2 日，贝宁坎迪医院门诊送来一名非常严重的胸外伤病人，病人呼吸困难，

伤口不断地往外喷血。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郝永存判断病人可能是心脏穿透、其他脏器

损伤，必须立即进行手术。被送上手术台时，病人血压已经测不到，心电图也出现了危险

信号。在场的贝宁医生都认为伤员已经无法抢救，并向家属报告了抢救无效的结果。时间

就是生命，在郝永存的指挥下，中国医生迅速给伤员输血、输氧，没有开胸器，他们就拿

骨科的锯子锯开胸骨，再用手把它掰开，情急之下，郝永存直接用手对肝脏压迫止血，同

时清除瘀血，然后仔细地缝合了心脏的裂口。

看着逐渐恢复血压的病人，在场的贝宁医务人员惊呆了，他们第一次目睹了这样成功

的手术，第一次看到如何将一颗几乎停跳的心脏缝合修补，并使它重新跳动起来。贝宁医

生赞叹道：“奇迹！奇迹！中国医生真是太棒了！”

也就是从郝永存这次手术创造奇迹后，贝宁国家卫生部要求各家医院正式开始筹建心

胸外科，郝永存也被授予贝宁共和国骑士勋章。

在贝宁国土上，一批批中国医生凭借其精湛的医术续写着传奇：第 1 批医疗队队员、

针灸科医生马文竹用中国针灸术让瘫痪 7 年的贝宁妇女站了起来；第 7 批医疗队队员、外

科医生商廷钧为贝宁群众完成第一例开颅手术；第 9 批医疗队队员、骨科医生温鹏为一名



下肢肿瘤患者成功将上肢骨骼移植到下肢……宁夏医疗队队员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贝

宁群众高喊：“沙娃，道客得赫，西诺娃！”（您好，谢谢，中国医生！）

医者仁心爱无疆

国虽有界，医者无疆。中国医生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解除了当地百姓病痛，并把中

国的诊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填补了贝宁医疗史上的诸多空白，搭建起

中非人民友谊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之善。

中国（宁夏）第 24 批援贝宁医疗队队员、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马晓是第

一次参与援贝宁医疗工作，出发前他不断向老队员“取经”，做足了“功课”。到达贝宁

几个月之后，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这给开展医疗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贝宁期间，

马晓不仅担任内科诊疗工作，还负责疫情防控、培训指导、疫情上报等工作。“在贝宁期

间，我们克服种种压力，完成了许多大型手术，在缺医少药、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我们积

极推广中国抗疫经验，与贝宁人民一起抗疫，共渡难关。”马晓说。回国后，马晓将第 24

批中国（宁夏）援贝宁医疗队在非洲贝宁 13 个月难忘的工作生活经历记录下来，汇集成了

一本书——《爱在西非》。

援外医疗队员们都是从全区的三甲医院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出征前都要进行为期半

年的培训（主要是语言培训）。记者在银川援外医疗队培训基地见到了正在参加培训的冯

海涛，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和队友们去贝宁替换第 26 批队员。冯海涛是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的一名厨师，他说：“这是我第二次报名去贝宁，我除了不会看病啥都会干，比如做饭、

种菜、维修、打扫卫生等，这次又选上我很开心。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咱们的医生做好后勤

保障，让远离故土的他们能安心工作。”

“自治区卫健委把援外医疗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队员们去的地方条件极其艰苦，我们

尽可能为大家提供工作生活上的便利，确保他们平安健康归来。截至 2023 年底，宁夏累计

向贝宁派出医疗队 26 批、队员 616 名，诊治患者 300 余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 10 万余例。”

自治区卫健委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陈妍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一批批医疗队员们的接续努力，贝宁的医疗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医院

科室完备了、医疗设施增加了、当地医护人员增多了，宁夏还将“互联网+医疗”服务运用

到在贝宁开展远程诊断、病例讨论、床旁会诊、指导手术、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中，特别

是在贝宁医院建立了中医科和“中贝中医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开展针灸推拿、拔罐、小

针刀等中医治疗，传播中国中医药文化。2023 年 11 月 14 日，为落实中贝元首外交成果，

中国援贝宁“光明行”白内障义诊手术活动在贝宁莫诺和库福省中心医院正式启动，中国

（宁夏）援贝宁“光明行”医疗队专家和中国（宁夏）第 26 批援贝宁医疗队队员们共同为

贝宁当地 232 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再次将光明播撒在非洲大地。

贝宁大地上，留下了中国医生的故事，也留下了医疗队员的无疆大爱。

45 年来，有 3 名宁夏医疗队员为援外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刘玉荣、李

书峰、王舒拉。烈士已去，但队友们踏着他们的足迹，依然坚定前行。

责任编辑：李旭



石宝银：妙手捻银针 白衣秉仁心

本刊记者 李永红

第 26 批中国（宁夏）援贝宁医疗队队员、固原市人民医院中医主治医师石宝银在赴贝

宁前就暗下决心：要让中医走出国门，造福贝宁人民。一年多的援外工作中，石宝银为贝

宁的患者开展针灸、艾灸、按摩拔罐等中医治疗，帮助他们减轻病痛、恢复健康，也让越

来越多的贝宁民众成为中医的“粉丝”，中医在贝宁实现了从“求病人治”到“病人求治”

的转变。

有了阵地，工作不再被动

“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刚来时这里的医疗环境依然超出了我的想象。”

石宝银说。刚到贝宁阿塔科拉省纳迪丹古妇幼中心医院时，中医医疗器材十分匮乏，有的

设备还无法运作。即使如此，石宝银维修好设备后，第一时间开展了中医常规治疗。

由于没有中医科，石宝银到了贝宁最初被安排在医院的运动诊疗室配合当地医生做一

些简单的康复治疗，病人来了首先找运动治疗师，石宝银几乎成了运动治疗师的助手，中

医根本没有机会发挥作用，石宝银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想到中医对大型医疗设备的依赖性

不强，产生的费用少，且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十分契合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就医需

求，石宝银萌生了建立中医科的想法。

然而，中医科的建立并不顺利。

石宝银首先把成立中医科的想法汇报给宁夏卫健委相关领导，但成立中医科需要得到

贝宁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协助，需要经过很多流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石宝银的首次

沟通以失败告终，成立中医科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不甘心的石宝银，趁着去贝宁首都出差的机会，又向中国大使馆求助，大使馆特别赞

成，并同意出面与贝宁卫生部沟通。恰好此时，贝宁卫生部部长腰部不适，大使馆安排石

宝银去试试，石宝银采用了中医按摩的方法治疗，这位部长的病情很快得到缓解。石宝银

紧抓机会向贝宁卫生部部长谈了自己想成立中医科的想法。亲身感受到了中医的“魔力”，

贝宁卫生部部长非常支持。

此后，在大使馆和贝方有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纳迪丹古妇幼中心医院成立中医科的

事情终于定了下来。贝宁时间 2023 年 3 月 24 日，纳迪丹古妇幼中心医院中医科正式揭牌

成立。

“有了阵地，工作就不再被动了。”石宝银说。成立了中医科之后，他的中医技艺和

工作热情终于有了施展的舞台。

以心换心，得到充分认可

长久以来，贝宁群众就诊以西医为主，他们对中医的诊疗方法不够了解，也不相信通

过一根银针就能治病救人，都不愿贸然尝试。如何让贝宁人民接受古老的中医诊疗成了新

的问题。



起初，中医科通过义诊来宣传推广中医，但是选择中医的病人寥寥无几。不过石宝银

心中笃信，中医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着自己独特

的魅力和优势，一定能够在贝宁得到认可。

一天，石宝银在新生儿科查房时，发现一个出生才 3 天的新生儿腹胀如鼓，诊断为新

生儿不完全型肠梗阻。石宝银采用了针灸治疗法，经过 2 次治疗后，婴儿痊愈出院。“这

次治疗是一个突破口。”石宝银说，经过这例新生儿病例的诊疗，中医在贝宁逐渐打开了

局面。

紧接着诸如偏头痛、眩晕症、耳鸣、面瘫等当地医院难以治疗的“疑难杂症”，都在

石宝银的治疗下一一解决。此后，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群众对中医疗法的认识发生了很

大转变，找石宝银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耳鸣患者让石宝银印象深刻。患者是一位教师，长期患有耳鸣病症，四处求医无

果，最终找到了石宝银。石宝银告诉他只需针灸 10 次便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治疗了 5 次

之后却迟迟不见患者再来。后来这位患者联系到石宝银后告诉他，自己耳鸣的症状彻底消

失，心里特别开心，已经去旅游了，并称要在旅游结束之后当面感谢他。

“宝银现在是援贝医疗队的‘红人’，他在那里很出名。”石宝银不仅名声在外，他

推动传统中医在贝宁得到认可的故事也传到了国内。提起石宝银，第 24 批援贝医疗队队员

冯海涛赞不绝口，他说石宝银的故事在医疗队员中广为流传，大家都觉得他克服种种困难

让中华瑰宝——中医漂洋过海在非洲贝宁大地“生根发芽”的故事值得学习。

现在，石宝银的病人有来自 600 公里之外的患者，有在医院外扎着帐篷长期治疗的贫

困患者，有来自贝宁卫生部等部门的官员，也有来贝宁旅游的美国、法国患者。他们都被

中医“神奇”的治疗手法和疗效深深折服。当记者问到石宝银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患者

的认可时，石宝银说：“当你真心站在患者的角度替他们着想时，就能得到认可和尊重。”

授人以渔，造福更多患者

随着与贝宁群众的接触越来越多，石宝银被当地群众的淳朴和真诚感染，总想着能多

为他们做点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石宝银说，援助总有结束的时候，我没办

法永远在这里帮助他们。于是在日常工作中，石宝银毫不吝啬地向当地医生分享自己所学

所悟的中医知识。

一年多的耳濡目染，运动治疗师伊斯玛艾乐彻底迷上了中医，主动要求学习中医知识。

石宝银刚到这里时几乎是伊斯玛艾乐的副手，现在他不仅成了中医的忠实“粉丝”，也成

了石宝银在贝宁的第一个“徒弟”。“学习中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穴位的把握。

好在他曾给前两批援贝宁医疗队的中医大夫做过助手，有一点基础。”石宝银说，每次他

给患者做治疗的时候，伊斯玛艾乐就打开手机录像，结束之后对着视频反复揣摩学习。伊

斯玛艾乐还专门买了法文版的针灸穴位书，再加上有石宝银手把手的指导，进步很快。

2023 年 11 月，由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和第 26 批援贝宁医疗队纳迪丹古分队共同筹办的

“中医反射康养法培训基地”在贝宁阿塔科拉省揭牌成立。基地成立后，立即举办了首次

“中医适宜技术与中医反射诊疗技术”培训班，石宝银为当地医护人员及中医爱好者进行

了“手诊法”专项培训。培训现场，石宝银的“徒弟”伊斯玛艾乐还分享了运动疗法联合



中医技术的临床优势和学习中医的体会。他说：“我们深深地感谢中国医生，希望大家能

够为这样优秀的医生和医疗队祈福。”

以后，石宝银还将通过线下线上定期或不定期承担部分培训任务，在贝宁开展中医适

宜技术与中医反射诊疗技术的健康教育、健康养生等社会服务，助力当地人才培养和技术

推广。

一年多的时光转瞬即逝，距离援助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石宝银心里难以割舍的情绪

越来越浓，他有些放心不下这些患者。他说，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努力过、奉献过、战斗

过，一切都值得。

责任编辑：闫院平

郎志存：万里不远情意长

本刊记者 张 筱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致敬“时代楷模”节目，中宣部授予中国

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时代楷模”称号，郎志存代表宁夏，与全国其他 7 人共同接受表彰。

4 年时间，15000 公里距离，一颗赤诚勇敢的心，中国援贝宁医疗队队员、银川市第一

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郎志存谱写了一个个国有界、爱无疆的感人故事。

“云端”里的神奇诊疗

2019 年 3 月 21 日，对中国第 23 批援贝宁医疗队总队长郎志存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一根网线，一头牵着宁夏，一头牵着贝宁，将相隔 15000 公里的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贝

宁的清晨，北京时间 15 时 40 分，宁夏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外科与麻醉科专家严阵以

待，时刻盯紧屏幕；贝宁那端，莫诺省中心医院外科手术室内援贝宁医生整装完毕，会议

室里贝宁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外交部官员等人焦急等待。

几个月前，一名患有巨大甲状腺肿瘤的贝宁妇女走进洛克萨中心医院，14×17 厘米的

肿瘤严重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她在多家医院寻医无果后来到洛克萨中心医院寻求中国医生

的帮助。

巨大的肿瘤让援贝宁医生犯了难：“如果是在国内，这样的肿瘤轻易地就能切割，但

在贝宁，由于缺少专业医疗人才、技术和设备导致无法实施手术。”郎志存说，在宁夏银

川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治疗技术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集中会诊，排除所有风险，但在贝宁却

没有办法做到。

银川的互联网远程治疗技术居于全国前列，依靠互联网，能将国内顶级医院的医生与

宁夏的市县级医院连接起来。“既然国内能做，能否把这种技术带到国外呢？”郎志存所

属的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早在 2017 年就有了远程诊疗专家门诊，2022 年成立了“银川市国

家级专家远程诊疗中心”，技术、流程都已非常成熟。



在这之前，郎志存和援贝宁医生们尝试过远程诊疗，但只局限于通过手机的简单沟通，

如今要想治疗好这位巨大甲状腺肿瘤患者，只能依靠专业的远程设备。可贝宁最高网速只

有 3G，互联网远程诊疗至少得有 4G 网速。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开展工作。”郎志存誓下决心。得知当时华为公司正在实

施贝宁信息化建设，郎志存便找到中国驻贝宁大使馆，请求帮助联系华为公司为开展远程

诊疗提供帮助。在郎志存的积极沟通、对接下，最大的问题解决了，贝宁和宁夏的远程诊

疗迈出了第一步。

当进行远程治疗的设备、人员等全部到位后，手术直播正式开始。“在游离肿瘤过程

中，一定要留神，不要损伤到喉返神经。”“脖子两边的大动脉，是供应头部的血管，游

离到这两处也要格外小心。”专家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在关键环节提示着。历经 4

小时 14 分钟，终于迎来了好消息，这场备受瞩目的中国援外医疗队首例“互联网+医疗健

康”远程视频指导手术成功了！

比脸还大的肿瘤被切割了下来，这一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这不仅是手术

成功的一小步，也是援贝宁远程医疗进步的一大步，更是我国援外医疗队“互联网+医疗健

康”远程指导手术应用与发展的里程碑。

“艾滋医生”的精湛医术

“2011 年 5 月 7 日早晨，一个 10 岁男孩因‘高热、惊厥伴昏迷’入院，这是名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郎志存援贝宁时的一次经历让他心有余悸。

在贝宁，疟疾、伤寒、霍乱、艾滋病高发，当地人大都得过疟疾，伤寒、霍乱也随时

都有爆发，艾滋病的传染率较高，主要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和性传播，在贝宁艾滋病病毒

携带者中有很多是孩子，当地儿科医生都不愿意接触这类患儿。

“我作为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郎志存怀着这份责任开始为早

晨入院的患儿治疗：“我知道只要做好个人防护，是不会被传染的，但也担心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

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郎志存高度怀疑这位患儿“颅内感染”，急需做腰椎穿刺抽取

脑脊液化验才能明确诊断。在贝宁，医疗设备短缺，没有腰椎穿刺专用的穿刺针，他只好

用注射器针头代替，但由于患儿烦躁不安，不能配合检查，黑人助手也害怕被传染，患儿

的体位没有摆好，两次穿刺都未成功。在进行第三次穿刺的时候，患儿突然惊厥发作，郎

志存的手不小心被穿刺过的针头刺破。面临被感染的风险，郎志存稳下心神，有条不紊做

了消毒处理后，继续为患儿做完了检查。

接下来的半年里，郎志存忐忑不安，时刻承受着心理上的折磨，但为了做好工作，他

依然坚守在门诊一线。直到半年后，经过数次抽血化验，HIV 呈现阴性，他心里压着的这

块大石头才放下来。即使面临这样的情况，为了不让家人为他操心，他也从未对家人提及。

在贝宁的 4 年时间里，长期为患儿的诊疗让郎志存对艾滋病的症状已烂熟于心。“现

在如果见到一个发烧不退、腹泻不止、结核久治不愈、口腔黏膜经常有霉菌感染或是极度

消瘦等情况的患者，我首先会考虑是艾滋病患者。”郎志存说：“查查血中的 HIV 抗体，



多半数都是阳性结果，很少有判断失误。”因为郎志存的精湛医术，他的黑人同事都笑称

他为“SIDA DOCTEUR”（法文“艾滋医生”）。

守护患儿的生命之光

在一个繁忙的下午，郎志存诊断完最后一个患者，正准备洗手回驻地，突然听到敲门

声。他开门后看到一对黑人夫妇抱着三个孩子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

堆当地的土语。郎志存叫来黑人护士翻译，原来这对黑人夫妇想将最小的孩子送给他。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周末在驻地休息的郎志存突然接到科里值班护士的电话，说有危

重患者让他出诊。赶到医院病房后，他得知是三个四月大的三胞胎婴儿，均为“高热、水

样便、抽搐”入院。郎志存长期的诊断经验告诉他，这是恶性疟疾、伤寒，伴有不同程度

的脱水。

最严重的一个婴儿，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需要立刻输血、补液、抗休

克治疗，但家属只要求抢救那两个病情较轻的，放弃抢救病情最重的孩子。

在贝宁，医疗条件差，医疗技术水平落后，就连最基本的儿童用的血压计都没有，大

量的危重症患儿挤在一间被称为监护室的病房里，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一场场医生与病魔

较量的生死战。“因为贫穷买不起药、看不起病，有很多儿童失去了生命。”郎志存痛心

地说。

郎志存看着病重的患儿心里不是滋味，他二话不说用自己的钱到药房买来了所需的补

液和急救药品，立刻进行抗休克和输血治疗。经过一天的治疗，患儿终于转危为安，几天

后，经过巩固治疗，这三个孩子都痊愈出院。

一个月过去后，这对黑人夫妇领着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来感谢郎志存。“他们的这个

礼物真的是太贵重了，我可不敢收。”郎志存笑着说。

郎志存两次奔赴贝宁，共诊治门诊患儿 9380 人次、住院患者 8413 人次，抢救危重患

儿 2017 人次，抢救成功率达到 80%以上。期间他经常拿自己省吃俭用的津贴进行资助，从

几百西朗、几千西朗、上万西朗，发展到后来每月都留存三百西朗作为“救助基金”，很

多因为没钱看病的孩子因此得到救治，郎志存成为延续他们生命的一束光。

责任编辑：李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