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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在哪儿？
别说位置，恐怕很多人对这个

名字都很陌生。
这是一个坐落在非洲东部印度

洋上的群岛国家。在资料中，这里
被誉为地球最后的伊甸园。对于一
些旅游爱好者，如果说马尔代夫是
人间天堂，那么塞舌尔就是世外仙
境。

但旅游是一回事，在这里长期
工作居住，又是另一回事。

2021年4月，作为中国第18批
援塞舌尔医疗队队员，来自滨医附
院肝胆外科的主治医师吕潇童踏上
了这片土地。因为水土不服、物资
匮乏等原因，一个月里他暴瘦16
斤。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小一直
有着为国出征理想的吕潇童度过了
两年时间，700多个日夜里，他凭借
精湛的医技和忘我的奉献精神，赢
得了同行和当地群众的尊重。

家人猝然离世、妻子因病手术
……在塞舌尔的两年里，吕潇童不
断用医术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却
无法陪伴在亲人身边，他内心的痛
苦别人无法感受。

回到国内，吕潇童依然难以平
静。说起援助经历，他说自己无怨
无悔，只要祖国有召唤，他还将义无
反顾出征。

为国出征，圆了两代
人的梦

吕潇童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
者，其父亲曾有过到非洲坦桑尼亚
援医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
没能成行，这也成了老人多年的遗
憾。“在我心里，一直认为能够代表
国家出去做事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情，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肯定
积极争取。”吕潇童说，因为妻子也
在滨医附院工作，因此深知援外的
重大意义，并且知道这是其父子俩
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所以尽管孩子
还小也依然支持他。

省卫健委对援外医生的选拔非
常严格，一开始，吕潇童的心里也很
忐忑。“报名的同行们水平都很高，
我觉得自己不一定能选上。”吕潇童
说，当时报名去援助的国家就是塞
舌尔，“他们问我能不能接受调剂去
其他国家，我说没问题，让我去哪儿
都行，只要能为国出征就行”。

顺利通过面试后，前期准备工
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吕潇童本
身是肝胆外科专业医生，但塞舌尔
当地需要的是普外专业医生，为此
他特意到滨医附院烧伤整形科学习
了一段时间，又参加了省里专门组
织的出国前的培训，这才最终踏上
了前往塞舌尔的路途。

2021年3月31日，从济南到成
都再到埃塞俄比亚，经过近24小时
的长途飞行，中国第18批援助塞舌
尔医疗队一行6人，于当地时间4
月2日15时30分抵达塞舌尔机场。

下了飞机，面对即将开启的两
年异国他乡生活，吕潇童既兴奋又
担忧。他在自己的援外医疗日志中
这样写道：新的人生旅程，新的医疗
卫生事业。在这里，一切都是新
的。加油!

攻坚克难，适应生活
和语言双重环境

去塞舌尔之前，很多朋友都替
吕潇童感到开心：塞舌尔是旅游天
堂，风景秀美，这肯定是一次不错的
援外之旅！

但刚一下飞机，扑面而来的热
浪便给了吕潇童“当头一棒”。“塞舌
尔的人文、气候与中国完全不同，生
活起来都不适应，更何况要在这里
待两年时间，这与旅游完全是两个
概念。”吕潇童说，在那里遇到的一
些困难，是去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刚到塞舌尔，正好是全球新冠
疫情蔓延之时，而且恰逢当地复活
节假期，一切政府机关、商店全天都
是关闭状态，不但无法办理证件，连
购买生活物资都很困难。

塞舌尔是旅游岛国，水果蔬菜
基本全靠进口。“我们周边只有一个
能买到生鲜食材的超市，每周三上
午进货，我就在这一天‘抢’好一周
的食材。”吕潇童说，在塞舌尔长期
吃不到蔬菜和水果是很正常的现
象，“本来我觉得没什么，但过了一
个月左右，身上就开始起疱疹。没
办法，我只好找各种维生素片来
吃”。

到塞舌尔一个月时间，吕潇童
瘦了整整16斤，原来的裤子都完全
没办法再穿。虽然生活艰难，但同
样在塞舌尔援助的一些中资公司经
常为医疗援助队员们送来生活物
资，慢慢地，吕潇童适应了当地的生
活。

除了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塞舌
尔复杂的语言环境也着实令吕潇童
感到头痛。塞舌尔的官方语言是克
里奥尔语、英语和法语，而且在医疗
体系中，来自古巴、印度的外国医生
占了一大半，分别说着不一样口音
的英语。

“许多当地人是不会讲英语的，
而是以法语和克利奥语为主，协助
翻译的护士也是国际化的，后鼻音
非常重，很难一次听完整。记得第
一次在一线值班，我遇到的第一个
患者是一位当地人，他当时在醉酒
状态下连克利奥语都说不清楚，更
别说讲英语了。我只好通过观察表
情，加上肢体语言沟通，配合检查，
最终才确定病因。”吕潇童说。

为了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一
有机会，吕潇童就与同事们“闲聊”，

介绍中国的飞速发展历程、讲述中
国传统故事和习俗。从一开始讲话
结结巴巴，到最后讲起来绘声绘色、
语句通顺流畅，吕潇童终于克服了
语言大关。

赢得认可，属于中国
医生的“高光时刻”

吕潇童援助的塞舌尔国家中心
医院，是该国唯一的大型综合医院，
说“大型”，其实规模还不及我国一
家普通的乡镇级医院，而他所在的
科室，是由来自中国、印度、古巴、乌
克兰、俄罗斯、挪威等国家的医生组
成的“多国部门”。

“ 我 工 作 的 岗 位 是‘Senior
General Surgeon’，与国内一样，
是普外科主治医师。不同的是，在
这里，头、胸、腹部所有的疾病与外
伤，并且包括烧伤、外周血管病、糖
尿病足、全身各处脓肿的治疗，我都
负责。”吕潇童说。

无论是在医疗队还是塞舌尔国
家中心医院，35岁的吕潇童都算是
一名年轻医生，不管当地百姓还是
医疗系统工作人员，大家还是更愿
意相信“老教授”。

“后来跟主任聊天得知，刚来塞
舌尔的时候，只要轮到我在一线值
班，没有人愿意做我的二线听班，因
为他们认为我独自面对如此广泛的
疾病范围一定会束手无策，而他们
的电话必将被我打爆。”吕潇童说，
第一个月，普外科主任主动承担了
吕潇童所有的二线听班，然而他的
电话从来没有在吕潇童值班的时候
响起过。

一开始，大家也质疑这位年轻
医生的外科手术能力，耐心做了几
个月的助手后，吕潇童终于有机会
为其他同事展示来自中国的新的手
术方法，大家才对这位年轻的中国
医生改变了看法，吕潇童的外科医
生工作终于得以正常开展，也有了
固定的手术日。

一切工作顺利开展后，吕潇童
也迎来了属于自己，更专属于中国
医生的诸多“高光时刻”。

在一个普通值班日的下午，吕
潇童接到了急诊科打来的会诊电
话，他放下吃了一半的午餐就往急
诊科跑。患者是名年轻的美国小
伙，呼吸急促，两只手使劲捂着肚
子。首诊医生表示患者突发呼吸困
难并腹痛2天，治疗后症状无缓解，
并不断加重，由当地一家社区医疗
中心转诊而来。

经查看胸部X光片，患者左侧
胸腔满是积液，正常肺组织几乎见
不到，纵膈向右侧偏移非常严重。
吕潇童当机立断对患者进行穿刺引
流，抽出患者1000毫升深棕色的胸
腔积液后，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综合初见的情形，吕潇童首先
考虑到患者患急性胸腔积液引起的
呼吸困难，但合并急性胰腺炎的可
能性很大。当务之急，是立即让患
者住院并进行胸腔穿刺置管引流，
使其左肺复张。对吕潇童的建议，
首诊医生表示认同，但同时表示他
自己才是该患者的首诊医生，他的
意见得起主导作用。

回到值班室，关于这个病人的

很多疑惑涌上吕潇童心头，算了算
时间，国内的专家应该还没睡。带
着这些疑惑，他赶紧通过微信和滨
医附院肝胆外科、胸外科的医师进
行联系，大家都给出了很好的指导
建议。

该患者入院5天后，在中国第
18批援塞医疗队影像科李继军和
李娴主任的帮助下，患者才做了
CT，并最终确诊：急性胰腺炎并胰
腺假性囊肿形成、胰腺胸膜瘘，需要
在控制炎症后早期进行腹腔镜胰体
尾切除术，但因当地条件有限，这样
的病人只能转到国外去治疗。

吕潇童很遗憾地告诉那名小伙
子，在这里没有办法替他解决问题，
也告诉他必须尽快转诊到海外就
诊。小伙子拍了拍吕潇童的肩膀并
拉着他的手说，他的父亲准备带他
去迪拜治疗，“感谢中国好医生，特
别感谢”！

“记得有一次，我为一名摔伤的
老大爷进行缝合，他清醒过来之后
专门寻找救治他的医生，一看到我
就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吕潇童
说，老大爷说他遇到过两次危险，都
是中国医生救的。

“还有一个19岁的女孩，腹腔
里反复出现大量积液，每隔一两个
月就要来医院就诊，但始终没有明
确诊断。那次正好遇到我与李娴主
任一起值班，经检查并讨论，最后发
现所谓的腹腔积液其实是一个巨大
的卵巢囊肿。”吕潇童说，后来妇科
给女孩做了手术，女孩的病治愈了，
她手写了小卡片（类似于国内的送
锦旗），专门感谢为她找到病因的中
国医生。

载誉而归，在收获满
满中迎来新的开始

两年，730天，说长不长，说短
不短，但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因为疫情原因，援外期间吕潇
童没有回国探亲，家里的一切重担
都压在了妻子身上。但吕潇童刚到
塞舌尔没多长时间，他的妻子就被
诊断出了甲状腺癌，需要接受手术。

“那段日子，我的内心很煎熬。
我梦见自己拿着手机，看着屏幕里
躺在病床上带着气管插管的妻子；
我梦见自己站在塞舌尔国际机场，
停机坪上却找不到回国的那班飞
机。”吕潇童说，妻子进手术室时，是
塞舌尔当地时间的凌晨，他望着漆
黑的夜、明亮的星，彻夜未眠。

去年4月，吕潇童的岳父突发
心脏病猝然离世，让他备受打击。

“妻子很忙，岳父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这突然一走，感觉天都塌了。”吕
潇童说，他与岳父的感情非常深，对
于岳父的猝然离世，他很难接受。

让吕潇童倍感亏欠的，除了妻
子和岳父，还有自己的儿子。

“走的时候他还不到三岁，现在
已经上幼儿园了。”吕潇童说，自己
出发前孩子太小，怕儿子忘了他，他
就在家里儿子经常量身高的长颈鹿
身上画了一条线，告诉儿子长到这
里自己就回来了，“他天天过去量身
高，结果长到了那条线我还是没能
回来”。

“虽然回不了家，但卫健委、医
院领导、各科室老师、朋友们的关怀
和帮助，安抚了我的焦虑和不安。”
吕潇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坚强
的后盾，才让他在异国他乡没有后
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两年里，吕潇童与其他队员一
起相互鼓励，彼此扶持，医疗援外工
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开展。
如今，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吕潇童
不仅感到收获满满，也将迎来新的
开始。

“作为一名普外科医生，经过两
年历练，我现在诊得了颅脑、治得了
烧伤、穿得了胸腔、切得了脓肿。”吕
潇童说，虽然过程满是心酸，但现在
他可以自豪地讲述这段援助经历，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会
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

5 月 4 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 12 版刊发专题稿件
《高材生：走在希望的田野
上》，4位青年高材生讲述了
自己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的奋斗历程，其中就有滨州
小伙—— 山东滨州农喜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
生。

原文如下：

《人民日报》海外版
点赞滨州这位小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青春的底
色永远离不开“奋斗”两个字。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教诲我们的，“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
春是用来回忆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
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
时，也重任在肩。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

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
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作为青年，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精神，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客，要让创新成为
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让青春年
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值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滨州日报》推出“五四青年
节”之“青春·奋斗”专版报道，听两位青年人分别讲述自己
赴异国他乡开展医疗援助、扎根乡野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的奋斗历程，以此激励更多青年人昂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的斗志，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坚定前进信心，不辜负我们这个
伟大时代，在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最美滨州篇章新征程上书写最美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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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第18批援塞舌尔医疗队队员、滨医附院医师吕潇童：

在异国他乡留下诸多
专属中国医生的“高光时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飞 张卫建 通讯员 蒋芳芳

2020年我毕业于广西外国
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返乡
种地，在我们村成了一个不小
的“新闻”。

“咱村的王泽生放着好工
作不干，又回来种地了。”

“泽生，到我这来上班吧，
待遇很不错。”

村里人和同学们对我的
“返乡”，有各种不解和疑问。
但是在我看来：城市里不缺少
我这样的人，但是在我的家乡
却需要我这样的大学生。

在我的心里，父亲王建军
一直是我的榜样。在我们当
地，他是“小有名气”的种棉大
户，主导注册成立农喜棉花专
业合作社，引进可持续棉花项
目，成为山东省首个国际良好
棉花项目合作伙伴，推广种植
良好棉花40多万亩，成了当地

“土专家”。
但是，棉花种植技术还是

以传统种植方式为主，渐渐地
与国家倡导的绿色农业不符。
特别是这几年，随着棉花生产
管理技术和棉质标准的提高，
绿色农业才是发展的方向。

要发展，没有科技“赋能”
就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我从返
乡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思考如
何让科技“植入”农业生产。

刚开始，父亲在指导其他
人棉花管理生产，我就在一旁
认真听、仔细记，毕竟理论知识
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区别。经过
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也慢慢找
到了棉花产业发展的“路径”。

2021 年，由我主导的农喜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在秦皇台乡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我积极与山东理工大学对
接，建设了航空科技小院，在推
广棉花种植新产品、新技术的
同时，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了大批新型农民。我也被
任命为山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

我的“新农人”生涯才刚刚
起步。今年，我正在探索生态
种植、生物治虫新路子，指导
农户创新棉田管理模式、深挖
管理技术，以更高标准、更高
要求推进棉花种植，最终以生
态效益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
展。

让科技“植入”农业生产

王泽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