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非工作回顾和感想

2023年12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援外医疗专题座谈会，提到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援外医疗工作，不断开创工作

新局面，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回想起2015年上半年和队友们一起在西非塞拉利昂共和国抗击埃博拉疫情

的日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半的时间。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是自2014年2月开始暴发于西非的大规模病毒

疫情，这种病毒就是埃博拉，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与2002年流行的SARS病毒

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疫情暴发的感染及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并仍处于

恶化状态中。为帮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我国先后派出5批医疗队

赴当地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2015年4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定湖南省卫生计生委组织，由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牵头组建第五批中国（湖南）援塞抗疫医疗队远赴非洲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疫情。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卫生应急调度，组队，培训了一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

省最大的卫生援外队伍，队伍来自八个单位，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湖南省卫生

计生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疾控中心、解放军302医

院、长沙市第一医院、潇湘晨报，共40名队员。我作为其中的一名队员，担任

护理组组长。

2015年5月9日，我们作为中国（湖南）援塞抗疫医疗队先遣队员先出发，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水路空的行程，在北京时间5月11日凌晨1点左右安全抵达塞

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在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中-塞友好医院开

始和江苏队进行工作交接，熟悉上班工作流程，在短短2天时间全部交接完毕所

有物资，工作内容和流程等。

抗击埃博拉期间，我们医疗队共接诊39名疑似病例，其中埃博拉确诊患者3

名全部治愈出院，治愈率达100%。同时，作为援塞抗疫最后一批队伍，我们完

成了援塞抗疫队伍结余物资清点造册和移交，以及中塞友好医院转型前终末消毒

工作。第五批援塞抗疫医疗队在塞成功实现“打胜仗，零感染”的既定目标，胜

利归国，标志着我国援非抗疫行动圆满收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3%E5%8D%9A%E6%8B%89%E7%97%85%E6%AF%9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美国东部时间8月6日上午9点18分（北京时间8月6日21点18分），由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拍摄制作的中国（湖南）第五批援塞抗疫医疗队30秒新闻片《使

命三万里，家国无限情》（For a mission across ten thousand miles,

withboundless love for families and countries）和图片被美通社（PR Newswire）

采用，登上了全球媒体中心——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巨型电子显示屏，并且进

行了 5 次滚动播出。

回首那段艰苦的日子，我们不仅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收获了无数

感人的瞬间。援非期间，我们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共同面对生死，共克时艰。

这段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医疗援外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项充满人文

关怀的事业。在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同时，我们也传递着中国人民的友

谊和关爱，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和力量。

从援非经历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疫情防控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

携手共同应对。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国际责任，展现了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援非抗疫行动的成功，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各国团结合作、

共克时艰，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守护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到目前全球的疫情形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020年的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让我更加深有感受。作为一名医疗

工作者，我们肩负着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任，必须时刻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深入总结疫情

防控的经验教训，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准备，及时应对可能出现

的新挑战。

未来，我们将继续践行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促进全球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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