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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医疗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这次援非也
是我主动申请参加的。 虽然这次我要前往的国家是埃
塞俄比亚，气候、环境、习俗都与之前有所不同，但我会
尽力把工作做好。 ”说起这次的援非任务，张合意信心
十足。

对于这次的援非，张合意给自己布置了 3个任务：用

自己经历、经验帮助同行的两位年轻同事尽快适应工作；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当地医院提升诊疗水平； 利用业
余时间帮助当地居民学习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非
友谊。

“增加阅历，丰富人生。 我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
中非医疗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合意说。 ②22

时隔 10 年，收拾行囊再出发
———记周口市中医院援非医生张合意

□记者 李鹤 郑伟元

�����人物档案：张合意，男，1977年 11月出生，毕业于东南大学，1998年到周口市中医院工作。 2013年，他成为第 17批援助赞比亚中国医疗队队员。
2023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是河南派遣医疗队援非 50 周年，对于周口市中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张合意来说，则是他援

非 10 周年。 12 月 4 日，张合意作为第 25 批援助埃塞俄比亚、赞比亚中国医疗队队员前往郑州参加培训，为时隔 10 年再度踏上非洲的土地
做准备。

������“2013 年下半年，在得知省内将选拔一批医疗
队员远赴非洲赞比亚进行援助时，我第一时间报了
名，现在想想，那段经历真是一笔财富。 ”回忆当年
申请援非的情景，张合意现在依然印象深刻。

刚到赞比亚时， 当地正是雨季， 天气潮湿、闷
热。张合意一度水土不服，接连感染了 3 次疟疾，发
烧、腹泻、头痛，最严重的一次，他连续卧病在床 10
多天。经过短暂休整，张合意终于克服困难，到对口
援助的赞比亚恩多拉中心医院开展工作。

丰富生活 对抗寂寞时光
������思念亲人，是每一位援非医生都要面临的问题。

“那时候通讯设备没有现在先进，既不能与家人视
频通话，也不能上网聊天，想念家人的时候只能打一分
钟 20 块钱的长途电话。 ”提及这些，张合意觉得对家人
亏欠很多。

在国内，下班就有孩子、爱人在侧；在赞比亚，下班
后就是一个人、一间房。 张合意调整失落的心情，为自

己的业余生活进行了规划。
记日记、锻炼身体、种菜……起初，张合意以日常

活动丰富自己的生活。后来，为了让更多的非洲居民了
解健康知识，增强身体素质，他走上街头，了解当地文
化，开展健康科普活动，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只有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才能有针对性地开
展科普工作，让大家保持健康。 ”张合意说。

������“除了帮助患者以外，我也想通过援非这两年的时
间，带一带其他医生，这样即便我回国了，他们以后也
能够独立完成诊断，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 ”在援非期
间，张合意经常利用携带的电脑制作教学课件，同事们
则把他围在中间听他讲解。

当地的一名青年医生特别热爱学习 ，经常找张
合意探讨病例 ，张合意总是耐心地解答 。 在有不会

讲英语的患者就诊时 ， 这名青年医生会积极帮着
张合意了解患者病情 ， 张合意则向他讲解如何操
作机器 。

在张合意回国后， 他们依然通过邮件保持联系，
探讨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交流生活中发生的趣
事。 虽然距离远了，但张合意心中一直牵挂着非洲的
同事。

授人以渔 延续中非友谊

明确任务 作出新的贡献

������到了医院，简陋的工作条件、匮乏的医疗物资
让张合意感到惊讶———整个医院只有一台 X 线拍
片机，放射科的 20 名医生，只有他具有根据患者检
查结果开具诊断结果的资质。“那一刻，我才真正明
白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沉、责任有多重。 ”张合意
说。

让张合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位 40 多岁的
患者在此前被诊断为淋巴瘤， 因咳嗽到医院就诊。
“那台 X 线拍片机很老了， 拍出的片子不太清晰，
但我还是认为他先前的诊断是错误的。 ”凭借多年
的工作经验，张合意认为患者的肺部有炎症，而且
很有可能是肺癌。他急忙告诉患者到医疗设备更专
业的医院做检查，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过了一阵子， 那名患者回到了恩多拉中心医
院，向张合意表示感谢。 原来，他真的得了肺癌，所
幸发现及时，经手术治疗后并无大碍。“他认为是我
救了他，此后便一直邀请我到家中做客。回国前，他
还特意为我举办了送别聚会。 ”张合意说。

援非期间，张合意每天接诊 50 多名患者。 “设
备简陋不代表可以敷衍患者。 只有竭尽全力医治，
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能在他们痊愈后得到肯定和
赞扬，我很开心。 ” 张合意乐在其中。

肩负使命 踏上援非旅途

挽救生命 履行医生职责

2014 年，张合意与当地医生合影（资料图）。

张合意在观察患者检查影像。 记者 李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