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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帆与脐疝患儿合影

事实上，像黄帆这样被当地人称为

“神医”的中国医生，其实都是冒着生命

危险在工作。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高

温酷暑的自然环境，贫困落后的经济条

件，疟疾、出血热、肝炎等传染病的感染

风险，甚至还要面对军事冲突中枪林弹

雨的考验。

2013年12月15日，距离医疗队的

归期只剩十天。离家近一年了，黄帆满

心期待着与亲人团聚的日子。然而就

在这个时候，南苏丹首都朱巴突然爆发

了严重的军事冲突，流血伤亡事件不断

发生，城市上空经常回荡着枪声。

最激烈的时候，冲突双方的枪战就

发生在医疗队的驻地院子里，而黄帆和

同事们只能躲在墙体单薄的房间里，用

柜子抵着门窗，听着外面噼噼啪啪的子

弹一通乱响。

尽管知道留下来有多危险，尽管知

道，也不知道何时战乱才能平息，更清

楚家里的亲人多么担心、焦急，但黄帆

明白，战乱的地方更需要医生。

“我是医生，我不能走。”黄帆和同

事们坚守岗位，坚持冒着炮火开展工

作，成功救治了十余位当地居民和祖国

同胞。

南苏丹卫生部长瑞埃克·盖伊·库克

看到中国医生在战火中仍坚守朱巴教

学医院，非常感动，亲自为医疗队的队

员们颁奖送行，盛赞他们为南苏丹医疗

卫生事业所做的积极贡献，并称赞他们

为南中友谊的“白衣大使”。

“战乱的地方更需要医生”

有生之年，想看北京天安门

马爷爷今年9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虽

然也去过很多地方，但就是没有去过北京

亲眼看一下天安门，这也成了他的一个愿

望。

女儿马大妈说，父亲也是一位退休工

人，现在身体还好，就是腿脚有些不灵便。

父亲年轻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扑在了工

作上，一直没有去过北京。“20多年前父亲

就提出过想去一趟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

由于年龄大了，我们又忙于工作，一直没能

带父亲去。”

“我和老伴今年也60多岁了，本打算退

休之后带父亲去北京，可又接着忙着带孙

子，又没有了时间。”马大妈说，20多年来，

父亲的这个愿望她一直记在心里。

马大妈说，现在孙子大了，已上小学，

她和老伴也有了空闲，所以决定抽出时间

来实现父亲的愿望。“父亲的年龄也大了，

觉得再不带老人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行动不便，乘火车成了麻烦

马大妈告诉记者，她和老伴已经买好

了4月17日晚上去北京的火车票，但有一

个问题却困扰了她，那就是上火车不方便。

“父亲要坐轮椅，我和老伴年龄也大

了，还要带行李，所以上下火车不方便。希

望报社能和火车站方面沟通一下，是否可

以拿着票直接上火车。”马大妈说，他们北

京那边有亲戚，到了北京就方便了。

马大妈说，他们这次去北京准备停留

一周，除了带父亲看看天安门外，还要带父

亲到其他的景点去看看。

截至记者发稿时，马大妈再次给记者

打来电话说，直接拿着票上火车的事已经

协调好。

你家中是否也有年迈的父母？他们是

否也有没有实现的愿望？趁着老人家身体

还好，还能走得动，抽出一点时间来陪老人

出去走走，实现他们的愿望，不要让老人和

我们做子女的有遗憾。大爷大妈们，您也

可 以 拨 打 市 场 星 报 热 线 电 话

0551-62620110，讲述一下您的愿望。

省城的马爷爷今年90多岁，20多年
来，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去
一趟北京看看天安门。之前，由于女儿马
大妈忙于工作，退休后，又接着忙着带孙
子，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带父亲去北京。现
在孙子上小学了，马大妈终于闲了下来，所
以她决定尽快来实现父亲的愿望。

本报记者

屋外枪林弹雨，他仍在屋内救治伤员

我省一医生获评十大“最美援外医生”

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扶危救困，治病救
人……“2015大爱无疆——寻找最美援外
医生”公益活动日前揭晓，评选出了10位
“最美援外医生”。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昨日获悉，我省有一位医生榜上有名，他
就是安医大一附院的外科医生黄帆，也是中
国首批援助南苏丹共和国医疗队中最年轻
的队员。据了解，这也是我省医生首次获此
殊荣。

张薇 记者 李皖婷 文/图

用高压锅为手术器械消毒

2011 年 7 月，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建

国，中国计划于次年派出首批援南苏丹医

疗队。

当时，黄帆的双胞胎儿女还未满周岁。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黄帆还是决定报名参加

首批援南苏丹医疗队。

2012年 12月底，在依依不舍地挥别家

人后，这个80后的年轻医生带着复杂的心情

踏上了援外的征途。

对国内大多数人来说，位于非洲大陆东

部的南苏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黄帆也

不例外，他说，尽管去之前做足了思想准备，

但是当飞机降落在南苏丹首都朱巴国际机

场时，40多度的高温和贫穷落后的景象还是

让他吃了一惊。

2013年8月，37岁的病人玛耶·詹姆斯

因上消化道大出血住院，曾一度出现肝昏

迷，情况十分危急。

朱巴教学医院条件有限，做手术的风险

很大，当地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但是患者家

属要求进一步诊治。

黄帆和同事们决定接下这个难题，进行

脾脏切除术。

手术前，黄帆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甚至用自己做饭的高压锅为手术器械消毒，

还拿出自己早餐的鸡蛋给患者补充营养。

这些细小的举动感动了詹姆斯的父亲，他对

医疗队的队员们说：“感谢你们决定救我儿

子！不管手术结果如何，我都不怪你们！”

最终，在黄帆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手术很成功。詹姆斯的父亲看到儿子康复

了，激动地握着黄帆的手说：“我们没有食

物，也没有钱。我们回家后，会日日夜夜为

你们和家人祈祷！”

九旬老人想看北京天安门，20多年没去成
六旬女儿女婿一直记心间，后天陪同出发

“因为国家太穷，即便是像朱巴教学

医院这样全国最大的医院，缺医少药、

护理混乱也是常态。”黄帆说，医院里没

有准时查房，没有交接班，没有一台像

样的检查设备，没有血库、没有疑难病

例讨论，甚至没有完整的病例记录……

作为中国首批援助南苏丹医疗队，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由

于手术没有专科器械包，还是大一统消

毒，所以经常发生手术感染。”因为医院

机制不健全，联系病床、病人转科、准备

手术器械、消毒器械、手术室水电供应、

药品准备，所有手术的外围工作都得靠

黄帆亲力亲为。

在黄帆不厌其烦的讲解和示范下，

医院采纳了专科器械分别包装隔离消

毒，改进了污染手术和清洁手术的安排

次序，并对病房进行分组分片管理。

没有规范的病例，黄帆还凭借良好

的英语水平，自己撰写医疗文书，包括

病例书写、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记录

单、病情告知单、委托单等等。如今，他

的医疗文书模板已经成了朱巴教学医

院的标准“制式”。

此外，黄帆还先后三次走进偏远的

帕鲁齐地区、耶伊地区和亚帕村开展义

诊，为当地百姓免费检测、诊疗、发放药

品并进行卫生防疫和健康知识宣传。

医疗文书模板成当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