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首場發布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在2日舉行
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新聞中心首場發布會上，國
家發展改革委區域開放司司長徐建平介紹了中非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進程，涵蓋基礎設施、衞生健康、綠
色發展、數字合作、農業合作、人才培養等各領域。他
表示，即將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期間，中國還將與
非洲一些國家簽署新的合作規劃，推動中非共建「一帶
一路」合作往深裏走、往實裏走。
徐建平表示，11年來，非洲52個國家和非盟已與中國
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形成了共建
「一帶一路」理念、原則、目標的高度共識。在此基礎
上，中國已陸續與阿爾及利亞、埃及、埃塞俄比亞、吉布
提、毛里塔尼亞、摩洛哥、莫桑比克等國家和非洲聯盟簽
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把非洲國家發展戰略和
非洲聯盟《2063年議程》確定的重點內容，結合企業現實
的發展需求，按照需求與可能相結合的原則，用合作項目
和事項清單的方式確定下來，並實現一輪一輪滾動實施。

中國雜交水稻在逾20非洲國家扎根
徐建平表示，未來，中非共建「一帶一路」潛力巨
大、前景廣闊。中方將與非洲各國和非洲聯盟一道，進
一步夯實合作基礎，拓展合作領域，攜手推進現代化，
力爭在戰略對接、互聯互通、新領域合作和協商協調協
同方面持續深化，取得新突破。他稱，即將召開的中非
合作論壇峰會期間，中國還將與非洲一些國家簽署新的
合作規劃，推動中非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往深裏走、

往實裏走。
糧食短缺是長期困擾非洲國家的重大問題，徐建平表
示，糧食安全和農業發展始終是中非共建「一帶一路」
的重要領域之一，中非農業領域的合作取得了豐碩成
果。中國已在非洲建成24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推廣
300 多項先進服務技術，使當地農作物增產 30%至
60%。中國雜交水稻已在20多個非洲國家扎根。
「以馬達加斯加為例，中國雜交水稻累計推廣面積超
過7.5萬公頃，平均每公頃產量達7.5噸，超出當地品種
產量的三倍以上，被當地人民稱為『最好的東西』，雜
交水稻被印在了馬達加斯加最大面額的鈔票上。」徐建
平介紹，在剛果（布）部種植的「華南5號」木薯每公
頃產量達51噸，是當地品種產量的5.6倍，菌草技術在
盧旺達應用並開花結果，帶動盧旺達3萬多人就業增
收，被當地人民稱為「幸福草」。

◆2023年5月23日，在肯尼亞非洲之星鐵路運營
公司機輛部的中國火車駕駛員與學員。 新華社

◆2024年5月27日拍攝的位於雲南省金平
縣的中國-赤道幾內亞友誼小學。 新華社

中非有望再簽共建「一帶一路」新合作規劃

◆2024年8月14日，在盧旺達，中國專家
在稻田裏指導當地稻農秧苗移栽。 新華社

◆2024年4月26日，在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
佛大學，學生在魯班工坊操作設備。 新華社

「要的是留技術，而不是炫技術」

文匯要聞
20242024年年99月月3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4年9月3日（星期二）

2024年9月3日（星期二）

A7 ◆責任編輯：趙一聃

中國醫生憶援非經歷：從「輸血」援助變「造血」合作

「對外醫療援助要的是留技術，而不是

炫技術。」2022年，時任首都醫科大學附

屬北京天壇醫院急診科主任的郭偉以中國

第29批援幾內亞醫療隊隊長身份，帶領20多名隊員踏上為期一年半的援非之

旅。

據中新社報道，如今，郭偉已成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

回憶這段援外經歷，郭偉近日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感慨，越是艱苦的地方，故事

越多。

跨萬里之遙抵達幾內亞後，郭偉第一步
做的是摸清當地的醫療水平，實際情

況遠不如他預想的樂觀。醫療隊進駐的中
幾友好醫院是幾內亞三所國立醫院之一，
醫療條件在幾內亞已是名列前茅。但與中
國國內醫院平均水平相比，不管是醫護人
數和技術水平，還是硬件設備，都有差
距。他注意到，急救中簡單有效的心肺復
甦技術在當地卻應用不多。
「這得普及。」郭偉說。

從足球找突破：要留技術先轉觀念
在朝夕相處中，他發現，在體育項目
中，幾內亞人尤愛足球。他由此聯想到丹
麥足球名將埃里克森在賽場上突然倒地昏
迷那一幕。「埃里克森這個名字他們都聽
說過。」於是郭偉將埃里克森與「死神」
擦肩的故事講給醫護人員聽，還將其編成
了情景劇。
「自那以後，他們似乎被說動了。」郭
偉說，從一開始只有中國醫護人員操作，
逐漸變成由中國醫療隊帶着當地人上手，
最後當地人有意識地獨立操作。「有一
天，他們找到我說，『郭隊，我們在急診
中自己救活了一例患者』。」而今，心肺
復甦技術已在院內鋪開。

帶領醫療隊創造多項「第一次」
聊到這個故事，郭偉表示，當時覺得很
「燒腦」，現在想來很有意思。與國內相
比，在幾內亞，中國醫療隊做的都是具有

開拓性的工作，大家很有成就感。
援外期間，郭偉帶領醫療隊深度參與中幾
友好醫院的臨床工作，從查房、會診、手術
到建章立制，創造了多項「第一次」。例
如，第一次帶領當地醫護人員做氣管鏡診
療，第一次在神經外科手術中做超聲引導，
第一次開展動靜脈造瘻手術等。
郭偉帶領的第29批援幾醫療隊的故事只
是中國援外醫療隊的一個縮影。1963年，
中國第一支援外醫療隊抵達北非的阿爾及
利亞，中國自此開啟援外醫療之路，在非
洲留下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半個多
世紀過去，中國構建起全方位、立體式的
援外醫療隊工作格局，援外醫療從「輸血
式」的援助轉向可持續的「造血式」合
作，幫助受援國提升醫療服務能力。

未來應增加中非更多層面人員交流
雖然在幾內亞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但
郭偉認為，援外醫療工作並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一批又一批援外醫療隊去不斷開
拓完善，帶動當地醫療技術水平持續提
升。「作為醫務工作者，大家都希望實現
一些開拓，幾內亞醫護人員亦是如此。當
輕鬆學會一項新技術時，他們都很興
奮。」郭偉說。
他表示，隨着幾內亞經濟水平和民眾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當地人的就醫需求定會
越來越大。未來應增加中非更多層面的人
員往來交流，邀請更多非洲朋友來華沉浸
式地感受學習中國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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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看過很多中國電影，電影裏

的服裝都非常漂亮。」來自南非的福建醫

科大學醫學生陳星（Chen Star），尤為酷

愛漢服，「剛來的時候，學校帶我們去體

驗漢服，太美了」。

2018年9月，陳星就讀於福建醫科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臨床醫學專業，目前正在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各

科室輪轉實習。

說起自己剛來福州時的懵懵懂懂，陳星告訴記者，她

是從學習漢語開始了解中國的。「很多詞語、成語的用

法用錯了，就容易鬧笑話。」

活潑、開朗的性格，讓陳星結識了很多中國朋友。

「我在圖書館看書的時候，碰到正在手工做髮簪的女生

林婉茹，就過去誇她。」後來，她們成為好友，林婉茹

送的三根髮簪至今被她珍藏。

出於對中華傳統服飾的喜愛，陳星回南非時會網購一

些髮簪帶回去送給朋友。受她影響，她在南非的朋友也

喜歡髮簪、漢服。「有一個朋友每次用髮簪，都會拍照

給我，可見她是真的喜歡。」

在醫院消化內科病房裏，來自尼日利亞的福建醫科大

學醫學生譚明（Temichristy Dennis Obitulata）正跟着住

院醫師柯俊查房。

「這把傘的傘面畫着一個小男孩和一隻小貓坐在草地

上，抬頭看着藍天。」對中華傳統文化尤感興趣的譚

明，在宿舍裏收藏着一把親手製作的油紙傘，「小男孩

彷彿就是遠渡重洋求學的我，對未來充滿了熱情與想

像。」

今年是譚明到福建求學的第五年，他正在福建醫科大

學附屬協和醫院實習，明年也要畢業了，「我想成為一

名醫生」。

譚明告訴記者，之前在巴巴多斯一所醫學院學習了三

年，後聽朋友推薦，便報考福建醫科大學。「來了之

後，我發現這裏不僅能學習醫學，還可以開展醫學研

究，簡直太棒了。」

作為隊長，帶隊參加第十屆全國大學生基礎醫學創新

研究暨實驗設計論壇總決賽獲銀獎；擔任班長，組織團

體活動；做志願者，赴養老保健中心關愛老人……從不

會說中文的外國人成為「中國通」，譚明說，五年以來

只回了一趟家，去年8月回尼日利亞的時候，竟然還有

點不習慣。

「如果要讀研究生 還會選擇中國」
譚明與陳星的相識，是因為陳星妹妹陳恩準（Chen

Lucky Angel）與譚明同班。陳恩準現於福建醫科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實習。

「我妹妹是我來福建讀大學的第二年過來的。」陳星笑

稱，妹妹和她在一起，父母很放心。「今年畢業後，我們

準備回國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後續會去社區醫院工

作；如果繼續考研究生的話，我還會選擇來中國。」

近年來，在共建「一帶一路」及中非合作論壇等機制

引領下，中非人才培養合作蓬勃開展。目前，福建醫科

大學有非洲留學生78名，來自南非、尼日利亞等22個

非洲國家，大部分就讀臨床醫學專業。

面對中國智慧醫療的迅猛發展，陳星感慨道，機器人

手術對患者和醫生的幫助非常大，可以更精準、更微創

地進行手術操作，「希望我們國家在這方面也能快速進

步」。 ◆中新社

非洲青年中國學醫：愛上中華傳統文化
特稿特稿

◆郭偉在病房與幾內亞醫生一同看診。 網上圖片

◆8月29日，柯俊（右二）正在為陳星（左一）、譚明
（左二）及其他見習學生講解病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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