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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六年服务患者 96404人次
为偏远村庄留下“走不了的医疗队”

因为不咋识字，河北省阜平

县台峪乡营尔村 68岁村民田进
国和老伴刘爱荣，差点儿错过一

桩大好事。

前一天晚上，村卫生室医生

李占山在村民微信群发布通知，

次日上午有城里专家来村义诊，

免费检查、免费看病、免费发药。

这事儿直到第二天上午才传到田

进国耳朵里，老两口抓紧吃完早

饭，换了外套，揣好身份证，匆匆

走出门去。等来到村卫生室大院

里，距离义诊开始还有约 2小时，
已有不少村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聊天，有的讨论彼此病情。聊着聊

着，村头小路远远驶来一辆中巴

车，车头拉着横幅，上书“中国志

愿医生行动·河北站”字样。

“中国志愿医生”是一支由医

务工作者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成

立于 2017年，曾获评 2019年全
国“最美医生”，现有成员 6500多
人、覆盖 38个专科。团队依托北
京凌锋公益基金会，以“用爱心呵

护健康，用智慧改变贫困，用行动

赢得尊重”为使命，定期组织临床

经验丰富的医生前往医疗资源匮

乏地区开展义诊，助力解决百姓

“看病难”，提升当地医疗水平，留

下“走不了的医疗队”。

本次“中国志愿医生行动·

河北站”，团队组织了 20名来自
北京、河北、甘肃、广东等地的医

生，分成 4 队，用了 4 天时间走
遍河北省阜平县和巨鹿县 22个
偏远村庄，累计义诊 3500余人
次、发放各类常用药物价值 20
余万元。据统计，类似义诊活动

今年已举行 5次，2017年以来累
计服务患者达 96404人次。

“唠叨式”问诊法
与“健康小屋”

志愿医生刚坐下，营尔村翘

首以盼的村民们就把义诊台围

了个密不透风。面对急切又略带

羞怯的村民，宁夏中西医结合医

院神经内科首席专家文永霞使

出她自创的“唠叨式”问诊法。一

位大婶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轮

到她，突然间记不起每天服用降

压药的商品名，急得直跳脚，反

复念叨“就是卫生室给的”。文永

霞没有催促，笑眯眯地和她聊起

家长里短。大婶慢慢平静下来，

可还是想不起药品名，文永霞让

她回家拿药盒，答应一定等她回

来，再晚都等。另一名丘脑梗死

患者因为半身麻木来问诊，两人

聊了半天，最后文永霞说：“除了

年龄，你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其他危险因素，卒中再发风险不

高，一辈子只得一次中风的可能

性很大。好好康复、按时吃药，乐

观地做个‘服药的健康人’。”听

到这句话，始终绷着脸的患者终

于露出一缕笑容。

在巨鹿县小吕寨镇南大韩

村，张京和詹健飞两位擅长针灸、

正骨等传统中医技法的志愿医

生，受到村民热烈欢迎，排队看病

的人几乎从治疗室站到屋外马路

边。镇中心卫生院安排了中医科

年轻医生作为助手跟随学习。张

京的助手王淑婷说：“张老师是来

自北京的中医专家、非遗传人，但

说话和治疗特别实在，一点没有

高高在上的感觉，教病人在家康

复锻炼，用的药品和器具都是就

地取材，让我受益匪浅。”詹健飞

的助手王容则说：“詹老师外号

‘犟医’，医术上却没有执念。他教

导我治病不必拘泥于学派，要长

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才

会有更多选择。今天来的很多都

是腰腿痛患者，他用中医六纲辨

证制定针灸取穴方案，用西医解

剖知识辅助中医手法理筋，用运

动康复理念指导现场复健动作，

效果立竿见影。”

首日义诊结束后，二队队

长、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贾同乐在日志中总

结道，“疾病有按地区分布特征，

营尔村以高血压等慢病为主，高

阜口村以颈肩腰腿痛为主”，他

对此提出加强慢病防治宣传、大

力倡导低盐低脂饮食等建议，并

及时反馈给卫健部门。

除了看病，义诊还有一项重

要任务，考察各村“康复健康小

屋”的使用情况。

中国志愿医生发起人、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

专家凌锋说，“康复健康小屋”是

中国志愿医生转型的标志。2021
年以前，团队主要在原国家级贫

困县举行义诊，帮助提升县级医

院水平，努力实现“大病不出县”。

随着贫困县“摘帽”，2021年起，团
队重心下沉，与北京凌锋公益基

金会一起，为脱贫县的村卫生室

无偿捐建配有常用康复器材及诊

疗设备的“康复健康小屋”，指导

村医掌握基础中医诊疗与康复技

术，满足村民对慢性病防治的基

本需求。截至目前，各地已建起近

300座“康复健康小屋”，累计服务
村民 10余万人次。

民间组织走出国门
为中国医生“长脸”

除了在国内义诊，中国志愿

医生还尝试走出国门，有的放矢

地开展专家型精准医疗援外。

2017年，团队首次出国就遇
到个棘手问题。当时，凌锋带队

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巴参加学术会议，恰巧当地中

资企业一名中国工人突发脑动

脉瘤破裂出血，需要马上手术，

但因条件有限，只能拖着保守治

疗，生命危在旦夕。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陈革告诉记者，

当时面对的几乎是个“死局”。回

国开刀，病人熬不过长途跋涉；

就地开刀，没有医院具备手术条

件，也没有医生有能力做这种手

术，志愿医生虽然能做，但没有

埃塞俄比亚的行医资质，万一发

生意外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关键时刻，志愿医生没有选

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是决

定见死必救！有的跑遍亚的斯亚

贝巴各大医院，把手术要用的设

施设备集中到条件最好的一家

医院，有的联系埃塞神经外科协

会，协调有资质的埃方医生配合

志愿医生行动……仅仅一夜，手

术所有条件全部准备完毕，次日

上午，埃方医生和鲍遇海、陈革

两名志愿医生共同走上手术台，

联手完成动脉瘤夹闭手术，成功

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如果说，这次救人有些歪打

正着，那 2018年和 2019年中国
志愿医生分别在几内亚和埃塞

俄比亚开展的行动，则为民间组

织成建制开展医疗援外积累了

成功经验。

两次行动的临床负责人都

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童

神经外科中心主任曾高，他说，

感受截然不同。

在几内亚，由于出发前的筹

备时间只有 2个月，曾高几乎把
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拿来找

队员、买设备。问遍同学、老师、

学生、同事，终于拉起一支无需

磨合就能马上开工的手术团队；

和国内众多厂家“死磕”，只为拿

到“地板价”，多买一把钳子也

好。团队为几内亚之行筹集了价

值 120万元的医疗设备、手术器
械、耗材和药品，却差点连 8 名
队员的飞机票都没着落。最终他

们在几内亚克服重重困难，甚至

要举着手电筒做手术，累计完成

接诊 20人次、手术 7台、查房
102人次、病例讨论 27人次，还
对几方医护进行了 29个课时的
理论及操作教学。

在埃塞俄比亚，志愿医生为

中国医生“长了脸”。不同于在几

内亚时主要操刀脑积水等常规

手术，团队在埃塞俄比亚面对的

是真正的疑难杂症。听说中国专

家来看病，当地几家大医院把治

不了的病人全推荐过来，团队用

两周时间做准备、筛选病人，第

三周连续完成 6台高难度手术。
曾高做第一台手术时，病人原来

医院的医生也跟着走进手术室，

“以为他们是来看我做手术的，

没想到等手术结束，他们说，因

为手术难度很高，其实他们是来

准备收尸善后的。”就这样，团队

用精湛娴熟的医术，赢得了埃塞

医护以及其他国家专家的钦佩。

凌锋表示，后续将继续以专

家巡诊的方式组织志愿者赴非

洲，支援中非友好医院的专科建

设，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精准

帮助。

志愿医生中的
“上海好人”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中活跃

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不

少上海医生的身影。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左权，是首

批加入团队的医生之一。此前他

曾连续三年在青海玉树参与义

诊，看病、发药，每天从早说到

晚，讲得嘴角泛白沫。“参加这种

‘摆摊式’义诊也很开心，但所有

人去了都当内科医生使，我是外

科医生，总感觉有些使不上劲，

毕竟手术台才是我们的‘主战

场’。”正因为如此，当听说中国

志愿医生可以对接各地卫健部

门、精准了解病人需求，不仅能

组织“摆摊”，还能安排手术时，

陈左权毫不犹豫选择了加入。

2020年 10月，陈左权参加
了在新疆墨玉县的义诊，尚未出

发就被“点将”，要去做两台脑血

管病介入手术。这种手术在上海

不稀奇，在墨玉却暂时没人能

做。团队兴致勃勃地出发，不料，

刚抵达就接到噩耗。“原计划 15
日上午做手术，可 14日深夜一
名病人再次脑出血，没等到手术

就去世了。另一名病人手术则很

成功。”后来得知那位病人康复

情况良好，专门给医院送来锦

旗，陈左权内心五味杂陈，“为活

着的人高兴，但也会想到去世的

那位病人，如果我们早一天到，

如果墨玉医生也能做这种手术，

他也许还有机会生存。”

现实没有如果，但通过努

力，可以尽量阻止悲剧重演。义

诊结束 2个月后，陈左权邀请墨
玉县人民医院相关科室主任和

医生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实地

观摩各类手术。对墨玉县不少医

生来说，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经

历，他们如海绵般表现出强烈的

学习愿望。再后来，双方建立了

线上交流机制，陈左权团队每周

一把科室上周手术全套病例资

料发给对方学习参考，墨玉县医

生有问题则随时线上提问，这套

机制至今仍在顺利运转。

陈左权说，中国志愿医生的

行动都是“不取报酬、全力奉

献”，有时还要自掏腰包补贴少

许，但乐在其中。“助人是医者本

性，何乐不为？”他笑道，因为工

作繁忙，只能选择部分参与，“等

再过几年我退休，每年都要拿出

大把时间去义诊！”

陈左权的愿望，在上海蓝十

字脑科医院内科医生陆兰英身上

实现了。自武汉市肺科医院退休

后，她来沪与家人团聚，一边继续

在医疗机构发挥余热，一边积极

参加中国志愿医生活动，2018年
至今，先后在广西、宁夏、新疆、四

川、海南等地参与 5次义诊。
在陆兰英眼里，参加义诊不

是她单方面付出，而是某种“双

向奔赴”。临退休前，她被确诊患

上甲状腺癌，在先后经历了手术

与一年两次碘 131治疗后，陷入
深深的焦虑，“觉得没有了寄托，

当了几十年医生，突然好像就没

用了，以后只能在家养老”。就在

她大病初愈却情绪最差的时候，

中国志愿医生组织去广西巴马

义诊，家人鼓励她也参加。在广

西，陆兰英 5天辗转奔波于 5个
医疗点，共接诊 150 多人，身体
虽然疲劳，精神反而焕发，内心

也越发坚定，“我就是想当医生，

就是喜欢做临床”。

随着一次次出发，陆兰英“远

程守护”的村庄越来越多。譬如，

在四川甘孜，部分村庄患肺结核

的病人比较多，陆兰英义诊结识

当地医生后，不仅持续在线给予

医疗技术方面指导，还帮助他们

进一步深入了解国家关于肺结核

病诊断与治疗的各项减免政策，

更协助与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

疗中心等专业机构取得联系，提

升当地医生对于结核病的诊疗水

平，确保患者能就地得到及时诊

断和有效治疗。 （据《文汇报》）

在营尔村义诊志愿医生曾高（右一）在埃塞俄比亚为当地病人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