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援瓦，志在四方

作为第二批援助瓦努阿图医疗队副队长、医疗组长，我们已经在瓦努阿图执

行任务 4 个月。接到任务初始，我们认为就是换一个艰苦的地方继续进行临床工作，

通过全方位培训提升了对援外医疗队的认识，我们不仅需要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

人民，还要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带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我们经过近30 小

时的旅途于 2023 年 9 月踏上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土。

经过短暂而简单的修整，我们在抵达瓦努阿图第三周开始进入临床科室，位

于首都维拉港的中心医院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医院，我们加入后发现是触目惊心的

简陋，我们工作在“Medical Ward”，没有分科，相当于内科综合病房，医生办

公地点位于男女病房中间的过道上，病房窗户还可以看到 2023 年初巨大台风带

来的毁损，天气炎热潮湿，只有能够使用的几台吊扇给闷热的病房带来一丝凉意。

工作条件的艰苦对于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加艰苦的是这里的医疗条件， 

由于当地人没有很好的医疗认知，收到病房的病人很重，几乎没有单纯的疾病， 

大多是几种疾病状况出现在一位病人，相互矛盾，相互加重，很多诊断都符合国

内 MDT 标准，恶性循环在不停的打击着脆弱而善良的病人，辅助检查仅限于 X- 

线和简单的生化，全院共享 2 台心电图机，做份心电图需要全院追机器，超声心动

由经过短暂培训的内科医生承担且机器型号老旧，对于在病房工作的心血管内 科

医生，每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临床基本功成为最重要的诊治疾病的依据，听诊

器是最重要的医疗工具。

当地医生数量少，肩负病房、门诊、急诊的全方位工作，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很

多工作需要独立完成，还要面临着语言的挑战：英文对话问病情，书写英文病例，

完成英文医嘱，间或一些临床操作……虽然出发前我们有 3 个月的英语培训， 但复

杂的临床情况需要丰富的词汇和准确的表达，有的患者只能听懂当地的比斯拉马

语，我们只能利于下班时间进行语言学习，但当地网络条件差，网速慢，这大大

影响了学习的效率，经常为了查询疾病相关知识以及正确专业的表达，熬夜完成

学习任务。

但中国医疗队在困难面前不会妥协，而且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 4 个月

的努力和坚持，内科主任早已将心脏病人交给医疗队独立诊治，碰到心脏情况主

动请教并一起讨论，值班医生经常通过电话、Facebook 请教各种心脏病人的诊



治，当地医护每次和病人交流，都会特别介绍这是“来自中国的心脏科专家”。

在内科病房，突破性的使用持续静脉泵入血管活性药物，快速心律失常从简单的

地高辛走向根据基础疾病选择性使用各类抗心律失常药物等，当看到病人病情好

转和监护仪上平稳且规律的心跳，经常赞不绝口。这些看似十分简单的措施在这

里用于治疗疾病，需要通过反复的讲解方可执行。幸运的是这里的病人和家属十

分友好，通过解释病情和治疗措施的详细说明，十分理解和配合治疗，他们信任

的眼神和对生命的渴望成为医生执着努力的动力之一。

针对瓦努阿图的医疗现状，和出发前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深信，来援

助，不仅亲力亲为参与各项工作，更重要的是教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自

从进入临床，根据病人的情况，心血管教学的知识点接近百个，在临床上随时展

开，正是这一次次的教学，串起来当地医生对心血管疾病的整体诊疗水平的提升，

未来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将从梦想转为现实。

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这期间祖国大后方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为了平安医疗队

的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早已帮我们搭建好各种平台；同仁

医院也为了医疗安全成立疾病沟通群，遇到任何问题，总能第一时间得到专业指

导；心血管中心的同事们在书记主任的带领下给与了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更离不

开医疗队全体队员的团结一致努力。

根据我们制定的计划，对于心血管疾病谱进行总结，逐步完成疾病教育，早

发现早治疗，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并将风湿性心脏病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相关

疾病的预防理念植入瓦国医疗体系，也为今后援瓦医疗队的精准性援助提供依据。

在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我们在万里之遥的瓦

努阿图收到祖国对援外医疗队员的慰问，备受鼓舞；也因自己成为新时代新征程

上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未来的援助工作中，继续弘扬“不畏艰苦、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奋力开创援外医疗工作新局面， 以

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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