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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我代表巴新政府向22年来辛勤付出的中
国医疗队员表示感谢！”前不久，第13批援巴布
亚新几内亚中国医疗队（以下简称援巴新医疗
队）药械捐赠仪式在巴新莫尔斯比港总医院（以
下简称莫港总医院）举行。仪式上，巴新卫生部
部长Lino Tom对中国医疗队员动情地说：“你
们为改善巴新医疗条件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番话令在场的队员们充满自豪。
2002年 10月，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

托，重庆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遣中国援外医疗
队。

22年，13批医疗队、129人，救治16.4万人，
开展神经外科、颌面外科、血管介入等近20个专
科领域适宜新技术近300项……这一串数字，是
援巴新医疗队在异国书写的大爱与担当。

22年里，一批批医疗队员远离祖国和亲
人，在异国他乡克服种种困难，用精湛的医术和
感人大爱拯救了当地无数生命，展示了“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
队精神，加深了中国人民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
民的友谊。

初到巴新，迎接他们的不仅是恶劣
的环境，还有怀疑的眼光

时间回到2002年10月25日，当第一批援
巴新医疗队队员、妇产科医生周勤走进莫港总医
院妇产科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傻眼了：产房是一
个大通间，20多张产床仅用布帘隔开。巴新鼓
励生育，分娩率非常高，即使医生连轴转，仍满足
不了需求，有的产妇坐着就将小孩生下来，有的
甚至走在路上就生下小孩。

医院诊疗设备老旧且维护不善，停电、停水
是常有的事；院区卫生条件极差，几十个病人挤
在一间大病房内；医疗器械及药品供应不稳定，
手术临时被取消时有发生……

现实的艰苦、恶劣的环境让队员们惊讶。“既
然来了，那就安心工作。”时年35岁的周勤告诉
自己。

但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还有怀
疑的眼光。

周勤看起来很年轻，又瘦瘦弱弱的样子，当
地妇产科主任并不看好她，甚至质疑她的医术。

没多久，周勤接到一个子宫脱垂的手术。凭
借出色的技术，她在一个小时内顺利完成，且手
术路径清晰，出血量仅20毫升，让科室主任刮目
相看。

随着完成的手术增多，科室主任也放下之前
的“傲慢”态度，让周勤挑起了整个科室的大梁。

“当他们都亲切地叫我‘Dr.Qin’时，自豪感油然
而生！”周勤说。

“我们毕竟是外来者，不被信任也是人之常
情。”第8批援巴新医疗队队员黄警锐刚抵达莫
港总医院时，他的任务是熟悉手术室环境，观摩
手术。

一次手术过程中，病人突然发生大出血，血
压迅速下降到60/30mmHg，随时可能心跳停
止。医生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束手无策，寻求在一
旁观摩的黄警锐帮助。黄警锐迅速准备后紧急
上台，依靠丰富的手术经验，发现了病人的颅内
出血点并予以妥善止血，最后成功完成了手术。

“你拿再多的学历证明，说得再多，当地医生
都只会微笑倾听，但一次次手术后，他们看到了
中国医生的真本事，对我们的态度明显不一样

了。”黄警锐说，在随后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当
地医务工作者会主动来找他和医疗队员咨询、求
助，只要是神经外科的病人手术，莫港总医院医
生都会请黄警锐参与协助。

手术中发生意外，一滴HIV携带者
的血溅进眼睛，差点感染

“巴新条件那么艰苦，你去过一次就行了，怎
么还要去？”“在国内也是看病，为什么非要跑去
巴新？”……2013年，当周勤再次报名援外医疗
队时引起不小的争议。周勤说，巴新女性病例
多，病情也不同，所以她把援外看成一次难得的
挑战。

事实上，援巴新医疗队面对的挑战很多，其
中，传染病首当其冲。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碰见HIV（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前来问诊，作为医生，我们必须一视同
仁地去帮助她们。”周勤回忆，2013年11月6日，
手术时一滴HIV携带者的血液溅进她的眼睛，
这意味着感染HIV几率为3‰。

在综合各方专家建议后，她开始接受阻断治
疗。但阻断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没吃几天，周
勤就出现了精神恍惚、手指麻木、肌肉酸痛抽搐
等症状，但她依然坚持在临床一线，一丝不苟地
接诊病患。

幸运的是，一个月后，HIV检测显示，周勤
并未感染。“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不管在哪
都要救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条条生命。”周
勤说。

除了艾滋病，巴新还是结核病、疟疾、登革
热、伤寒等疫病的流行区。由于医疗队会在驻地
诊治患者，各种病患登门，潜伏着致命危险。

2016年5月6日，第7批援巴新医疗队副队
长、骨科专家何盛江因感染登革热倒下了；同一
日，肿瘤内科医生邓红彬中招；到晚上8时，队长
张劲松也感染了；5月9日，泌尿外科医生潘永军
发病……

10人的医疗队，因登革热先后病倒7人。怎
么办？没感染的医生继续坚守，其他医生则在初
步恢复后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

“既然来了，那就是接受了国家交给的硬任

务，必须完成！”他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始终坚守
在岗位上，直到顺利完成援外任务。

巴新治安状况堪忧，面包车玻璃窗
罩上铁网，给每名医生配备了防弹背心

除了传染病，巴新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令人
担忧。

每个工作日早上7时45分，一辆玻璃窗罩
着铁网的面包车会从莫港总医院出发，到驻地接
医疗队员上班；下午4时，面包车又将医疗队员
送回驻地。

面包车的玻璃窗罩着铁网，这种特别的设计
是为了防止街头抢劫。2014年6月，多名歹徒
曾持枪堵在中国医疗队驻地的大门口，抢夺医疗
队的车辆。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为医疗队增聘
当地武装保安，并给每名医生配备了防弹背心。

“我离枪声最近的时候，感觉只隔着一堵墙。”
队员唐万丽说，为安全起见，即使休息时间，队员
们也只能待在装有铁丝网和配备保安的驻地。
驻地就是10名援巴新中国队员唯一的活动场
所，一个60×15米的空院子就是大家的运动场。

为了解压，黄警锐把驻地楼内的一小片空地
变成了健身房，没事儿就举个重，和同事比赛一下
平板支撑。唐万丽则在小院的一角开出了一溜小
小的菜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空心菜等农作物。

开展手术超1万台，带去近20个
专科领域适宜新技术近300项

“我建议马上手术！”
“可我们从来没给这么小的婴儿做过手术，

更别说是脑部手术了。”
“继续拖下去，若破溃造成颅内感染，孩子就

会死，我们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2017年7月5日，莫港总医院新生儿病房，

黄警锐与当地医生争论起来。
争论的起因是一名出生仅两周的女婴，头部

长了巨大囊肿，有20×20厘米大小，并溢出大量
脑脊液，情况十分危急。当地医生为了防止脑脊
液外漏，用保鲜膜包住了囊肿。

面对这么一条小生命，黄警锐不忍放弃。巴

新医生再三考虑后，同意了黄警锐的意见。黄警
锐和唐万丽立即会同当地手术团队进行了周密
细致的讨论，并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和应急预
案。第二天，手术顺利进行，仅用时一个多小时。

还来不及高兴，术后恢复过程中，因为天气
炎热和营养缺乏等原因，女婴的手术伤口出现
了破溃。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像双氧水
这样的国内常规用药，在莫港总医院竟然不能
保证提供。

黄警锐便自己到莫港的各个药店去买双氧
水，并坚持每天给女婴换药。出院那天，孩子母
亲请黄警锐给女儿取一个中国名字，黄警锐为这
个女婴取名“MULAN（木兰）”：“希望她像中国
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一样勇敢坚强，健康成长！”

经过这件事，当地医护人员不禁向黄警锐竖
起大拇指：“China，so great（中国真棒）！”

除了在医院接诊，医疗队还在中国驻巴新大
使馆的帮助下，到当地偏远地区开展义诊，从西
高地省的哈根到马当省的巴萨穆克，几根凳子、
几张桌子，屏风一围就是一个诊室。

第9批援巴新医疗队队长何卫阳感慨地说：
“我们开展面对面义诊，免费发放药品。那里很
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医生，甚至有人从100公
里外的部落赶来看病。”

22年来，医疗队累计诊治巴新患者16.4万
人，用行动谱写大爱之歌，也成为当地“最受欢迎
的人”。

事实上，医疗队凭借精湛的医术创下了多个
“第一”——第一例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第一例
神经内镜下脑挫裂伤伴颅内血肿清除+颅内异
物取出术、第一例血液透析患者……医疗队在当
地已开展手术超1万台，带去神经外科、颌面外
科、血管介入等近20个专科领域适宜新技术近
300项。中国巴新友好微创外科中心也在莫港
总医院挂牌运行，有效改善了受援医院的医疗环
境，提高了当地临床诊疗水平，为当地医疗事业
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授人以渔，带教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9332人次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这是医疗队秉承

的理念。22年里，他们悉心传授诊疗知识和经
验，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第12批援巴新医疗队医生鲜鹏记得，当他
让当地医生Munguas主刀一台腹腔镜手术时，
这位40多岁的男医生高兴得像个得了奖的七八
岁孩子。“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做吗？我感觉还
不够熟练，算了，我还是协助你吧。”Munguas
有些语无伦次。

“拜托，兄弟，自信一点！你都练习了这么久
了，况且我会在旁边协助你的。”鲜鹏拍拍他的肩
膀，还跟他来了一下碰拳礼。

手术很顺利，病人右肾9cm大小的肾囊肿
被顺利去顶减压。这是当地医生做的第一台腹
腔镜泌尿手术。

“我国虽然向巴新提供了微创手术的设备，
但只代表那里具备了微创手术的基本条件，更重
要的是微创手术的技术。”鲜鹏说，他们举办腹腔
镜技术培训班，从理论到实际操作，让当地医生
接受系统培训。

数据显示，22年里，医疗队共带教培训当地
医务人员9332人次。不仅如此，重庆还接收了
40名受援国医生来渝进修。

去年，已是重医附一院泌尿外科主任的何卫
阳身边跟了一个“洋徒弟”——来自巴新的斯考
勒医生，她是巴新第一个加入泌尿科团队的女性
医生。

“我第一次看何教授做微创手术时，可以用
‘震撼’来形容。”斯考勒说，“以前我们做手术都
是开放式的，对病人伤害大，一天最多做两台手
术。”半年后，斯考勒回到了巴新，目前已能独立
进行微创手术。

最亏欠的是家人，但希望通过
大家的努力，影响当地的一批批人

“新生儿科是第一次选入巴新援助项目，要
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想再留一年，我有信心，能够
有效降低莫港总医院的新生儿死亡率。”2022年
2月的一天，第11批援巴新中国医疗队队员刘振
球向队长陈国柱申请。

“你家里怎么办？”沉默了一会，陈国柱问。
此时，刘振球已在巴新待了10个月，他的双胞胎
儿子仅8岁。

陈国柱明白刘振球的苦心：当时，莫港总医
院新生儿患儿死亡率在120—210‰，巴新全国
新生儿死亡率约39‰，这个数据很高，是中国新
生儿死亡率的近10倍。

“我也很想念妻儿，和孩子妈妈谈了几次，她
选择支持我。”刘振球说。

2022年 8月10日，第11批援巴新医疗队
回渝。8月 11日就是刘振球双胞胎儿子的 9
岁生日，留在巴新的刘振球发回了一段视频：

“亲爱的儿子皮皮和蛋蛋，爸爸想你们了，但爸
爸不后悔离开你们和妈妈这么远，和很多为国
家默默付出的人相比，爸爸只做了一件小小的
事情……”

医疗队员基本上都是医院的业务骨干，三四
十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第11批援巴新医
疗队队员郑军，父亲患有肺癌，出国前又正值儿
子小学升初中的关键时期，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
了妻子身上。援巴新期间，妻子患上了“胃印戒
细胞癌”。

“当时，我人都懵了，心中满是愧疚与亏欠。”
郑军说，医院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专
家会诊，妻子顺利进行了手术，他这才安下心来。

为什么要援外？医疗队员们经常会被问到
这个问题，也会经常自问。在巴新的日子里，他
们越来越肯定地给出这个回答——

一个人，经过努力可以带动一个人，而整个
中国医疗队在巴新20多年的努力，可以影响到
这里的一批批人。长此以往，巴新医疗的发展，
一定会留下中国的印记，就如同路边的花儿，每
朵虽然不那么起眼，但连成片后，却是如此绚烂
多彩。

22年来，重庆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派遣援外医疗队13批次、129人，救治16.4万人——

在异国书写大爱与担当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见习记者
周双双）肃穆的钟声敲响，“萍”与战友“梅姐”
一同出现在舞台中央，枪声响起，“萍”应声倒
地，她孤勇无声的短暂一生由此铺陈开来……
3月29日至31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
游委出品，重庆歌舞团制作演出的新晋“荷花
奖”舞剧《绝对考验》，在国家大剧院连演3场，
场场座无虚席。

舞剧《绝对考验》以红岩传奇女英烈张露
萍为人物原型，糅合现代、民族、街舞、国标等
舞蹈语汇，融贯川剧、话剧等多元的表演艺术
形式与极具重庆独特地域元素的舞美，演绎绝
对孤独境遇下的隐蔽战线革命英烈，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的鲜为人知的奉献和牺牲，塑造了一
个闪耀人性光辉和信仰力量的舞台艺术形象。

2022年3月，舞剧《绝对考验》登上舞台，
首轮连演15场，刷新了重庆本土原创剧目首
演场次纪录。2023年，该剧荣膺第十三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并获评第十四届全国
舞蹈展演“优秀剧目”。

此次演出的《绝对考验》就是“荷花奖”评
奖版。国家大剧院偌大的舞台上，高台、楼梯、

冰屏投影巧妙组合，生动还原重庆的地形地貌
特色，营造出时而唯美精致、时而动感炫酷的
舞台风格。年轻态、青春味、时尚感的灯光和
舞美，将“没有硝烟的战场”的惊险演绎得淋漓
尽致，也让历久弥新的红岩IP以全新的方式呈
现在观众面前。

观众叫好不迭，专家点赞热捧。中国文联
书记处书记（挂职）、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
豆豆观剧认为，《绝对考验》剧好、演员好，演出
团队的状态更好。

“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一个舞剧样
式，为中国舞剧舞台提供了新鲜的审美经验，
建立了中国舞剧一个新的美学样式。”中国舞
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再度观剧时，盛赞《绝对
考验》比刚立上舞台时更有看点，更戳中泪点，
更贴近人性。

“三重身份转换，数次残酷考验，绝对的孤
独忍辱。视觉舞美建立的冰屏与钢铁的多层
次迷宫，几处场景切换颇为惊艳。”看完《绝对
考验》之后，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编辑部总编、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赵妍在朋友圈写下了
这样的文字。

《绝对考验》进京演出好评如潮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3月31日，第39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在重庆市第十八中学闭幕，评选出青少年科
技创新成果项目、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机器人
创意项目、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项目、科技
辅导员优秀论文等类别的一、二、三等奖共1017
项，其中16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5项科
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将参加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

本届大赛共收到全市38个区县及两江新
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41支代表队择优推
荐的参赛作品2115项，其中青少年作品842项、
科技辅导员作品1273项。

“在搬运某些特殊类型目标，比如伤员、
精密仪器等，需要保证运送平台的稳定与水
平，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款主动平台稳定式物

资运送机器人。”重庆八中初一学生周煜杰、
温淳睿、张昱航获得机器人创意项目中学组
一等奖。

“机器人由承载平台、控制系统、四个独立控
制的轮缘驱动行走部、遥控终端等部分组成。”三
人一边演示一边介绍。当机器人遇到梯形斜坡
时，他们通过遥控终端实时监控机器人的状态，
并对机器人进行操纵。当机器人翻越斜坡时，位
于四个轮胎之上的承载平台，始终保持水平状
态。未来，他们还将对机器人进行改进和完善，
比如改进悬挂结构、增加装卸吊臂等，以满足更
多场景的应用需求。

“本届大赛参赛作品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
特别是展现了许多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工程学、
行为与社会科学等专业的问题。”大赛评委会主
任、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重庆国家应用
数学中心主任杨新民说，许多创新作品与新重庆
建设实际相结合，密切关注身边的问题、重庆的
发展以及科学家精神传承，选题很有意义，作品
非常有创意。

据介绍，本届大赛明确立德树人要求，从评
价项目逐渐转向对“人”的评价，增加了创新素养
与综合素质考察环节，评审重点考察参赛学生的
科研潜质和创新素养。

第39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闭幕
1017项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作品获奖

□新重庆-重庆日报见习记者 周双双

新时代呼唤好记者，好记者礼赞新时代。3
月30日—31日，中国记协、全国三教办“新时
代·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在重庆举办3场报告
会，8名优秀记者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
奖者，走进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大学、重庆
工商大学，现场分享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新闻
故事。

“当你与平凡土地上最质朴的面容深情对
望，他们的故事一定会给人温暖，一定能给我们
薪火相传的中国力量。”“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让中国声音、中国观点被世界听见、记住、认同，
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更是我们的初心本色。”

“当你面对阴影的时候，作为记者，我们可以把
光明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中，守望美好，是新
闻的力量！”……报告会上，8位不同领域的新
闻工作者分享的故事，让台下的媒体同行和新
闻专业的大学生看到了大事件、热事件背后的
记者风采。

新华社国际部记者高文成分享了自己3年
前奔赴伊朗成为一名驻外记者的所见所闻，他采
写的观察报道被100多家国外媒体采用。“国际
大事件，世界想听听中国怎么说，我们的叙事、我
们的表达、我们的一字一句，都是世界观察中国
的窗口，是当今中国与世界沟通对话的桥梁。”高
文成说。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分享了自
己从业多年来“笨办法”和“手艺活”。2020年8
月4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青海“隐形首富”：祁
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的报道，“木里
矿区非法开采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报道刊发
后，立即掀起巨大的舆论冲击波，触发一场力度
空前的专项整治行动。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田佳佳用篮球等体
育运动中的术语“过顶传球”，来形容自媒体
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应对‘过顶传球’，
需要我们提前判断落球点，接住皮球，才能发
起进攻。”田佳佳以近两年出圈的“村BA”报
道经历为例，表示不用把自媒体当成假想敌，

而是把他们当成有流量的新闻线人，接住他们
发起的大流量，参与创造大流量、做好爆款、
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打造自身品牌，路才能
越走越宽。

精彩的分享引发了听众的共鸣，互动交流环
节，不少新闻工作者和立志成为新闻人的在校
学生都踊跃提问。面对“如何提升和培养选题
创意、策划灵感”的提问时，人民日报社记者熊
捷表示，要学会从网友评论中去寻找灵感。面
对“年轻一代媒体人应该如何学新闻”的问题，
1994年出生的哈尔滨日报社记者牛宇琦建议
大家多到新闻一线去，到人物身边去，化身微光，
照亮他人。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高晓燕听了优秀
同行们的分享后表示，哪怕是在人人皆可传播的
时代，始终还是“内容为王”，记者只有亲临现场
去听去看去思考，才能呈现事件的真相。重庆大
学新闻学院2022级本科生徐珺琢表示，记者们
讲述的真实故事让人心潮澎湃，也再次提醒自己
学新闻的初心。

“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在渝举办报告会

▲第 7 批援巴新中国医疗队
员克服当地简陋的工作条件，在手
电筒照明下开展脑外科手术。

◀第 9 批援巴新中国医疗队
赴哈根省开展义诊活动。
（本组图片均由市卫生健康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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