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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长龙主任正在照料保温箱中的早产儿。

南苏丹医疗条件非常落后，医疗队援
助的朱巴教学医院，是南苏丹最好的医院。
其门诊和病房的硬件设施停留在国内上世
纪50—60年代水平，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
齐，各个国家留学归来的都有。医院发不了
工作人员的工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挂
职在医院，工作在院外，上班散漫。检查设
备和人员非常缺，仅能完成简单的血常规
和艾滋病、肝炎筛查，简单的B超检查。本
国无能力生产任何药品和医疗耗材，全靠
国际援助。经常面临等米下锅。如果有时候
援助物资不能及时到达，停止一切相关医
疗活动。医院无力承担水电等费用，供水供
电时间非常有限，很多援助的设备不能正
常运行。国家政策是全民免费医疗，但仅仅
免诊疗费用，相当于国内的挂号费，其余所

有的检查都要另外缴费，并且全部是自费
项目。朱巴市内私人医院较多，规模和条件
都一般，看病的价格非常昂贵，很多穷困的
民众根本看不起病。

医疗队的驻地暂位
于朱巴北京饭店，是
中国人在南苏丹
开设的酒店，酒
店大院实行封
闭 式 管 理 ，
驻地的安全
基 本 能 保
障。医疗队
编 制 有 随
队厨师，一
日 三 餐 都
有 他 准 备 。

食材除了米面由国内货柜发往，基本都就
地取材。饭菜口感一般不是特别挑的，都勉
强能接受。生活用水都是井水，没有净化设

备处理，泥沙含量非常大，沉淀物多，经
常堵住马桶、龙头和发砂等，并且
会导致很多皮肤过敏。洗澡用

水都为太阳能，如果遇到
阴天，没办法，就只能冲
凉水澡了。

普儿科副主任医
师朱长龙、新生儿科
主治医师江长龙两
位主任，在朱巴教学
医院主持新生儿科
工作，带领科室原有
的两三名本地年轻
医生，每天管理十几
个重症新生儿，严格把

控病例书写质量，完善
治疗方案。他们与中国铁

路建设集团在南工作人员沟
通，改进新生儿科病房及监护

室的设置，使其更加合理布局，更科
学地应用。他们曾在科室仅能供氧，且只有
少量糖水和简单抗生素的基础上，成功地
复苏和抢救了一名不足7个月龄、体重仅
700克的早产儿。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基

本都是无能为力，采取放弃治疗，这在
南苏丹整个国家都创造了奇迹。此
次成功抢救的案例，给以后南苏丹
当地医生救治此类患儿提供了强
大的信心，意义深远。他们还多
次到朱巴当地的孤儿院慰问，
为孩子们提供免费的体检和
相关疾病的诊治工作，受到
孤儿院的热忱欢迎和感谢。
下一步两位医生准备开展

普儿科门诊，挤出有限的时间，为南苏丹儿
童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朱长龙告诉记者，援助中遇到的困难
第一就是语言交流。当地居民都说阿拉伯
语，南苏丹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因为文盲率
特别高，所以会说英语的人不是很多。看病
只能靠助理翻译，但有的助理，英语发音有
很重的地方口音，也不是很好理解，所以沟
通起来特别累。只能多听多说多记，慢慢进
步，有时借助翻译软件和肢体语言帮助。再
者就是缺医少药、缺耗材缺设备。有时候想
看的病，没有药，没有检查，没有治疗的设
备，想开展像国内一样的业务，基本不可能
的。所以有时，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能省
则省，能找代替的尽量找替代品，周密计
划，把国内援助的物资尽量都用在刀刃上。

“医院水电常规供应不正常，我们不奢求有
空调电扇之类的降温设备，即使手术和一
些操作，都必须在每天2-3小时有限的供
电时间内完成。”

虽然困难不少，但是援助中遇到暖心
事依然让他们感动不已。南苏丹人民对中
国人相对比较友好，走在路上，不管大人孩
童，都很自然地用汉语“你好”跟队员们打
招呼，甚至是牙牙学语的幼儿，都愿意和他
们亲近。“当我们尽全力地抢救完病人或者
进行了一台很成功的手术以后，当地工作
人员会当面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和赞
美。”江长龙告诉记者，医疗队到孤儿院探
望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和自己一起唱
歌跳舞，聊天运动，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忘记失去父母的痛苦，继续快乐地成长，令
人非常感动。“在学校给学生们上完课，他
们把写着各种表示爱和感谢的纸条送到我
们手里的时候，让我们充分体会到孩子们
对知识的渴望，对老师的崇高敬意，体会到
在陌生国度当老师的快乐。”

12月2日，裕安区平桥乡南苑社区家庭医生对产后42天内的产
妇进行一对一的家庭访视工作，为产妇和婴儿认真、细致地进行体
检。家庭医生来到裕豪小区朱女士家中，详细了解产妇的产后恢
复、生活饮食情况，为新生儿测量身高、体重、头围等，了解新生
儿生长发育状况，并为产妇及新生儿进行健康检查、给予保健指
导，目的是促进产后母亲的康复和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据了解，产
后访视服务属于孕产妇保健项目和重要内容，该社区努力为辖区孕
产妇和儿童提供更贴心、更优质的服务。 李从芳 摄

为进一步促进健康精准扶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12月4日，霍邱县二院党
委书记宋银修携医院大内科医护专家组，深入该院对口帮扶村———
马店镇四平山村贫困点开展“义诊扶贫送下乡”活动。
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

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进行问诊检
查、测量血压等项目，细致耐
心地为他们讲解病情等，并详
细解答群众在健康保健、疾病
诊治等方面的疑问，细心叮嘱
患者要注意的禁忌事项。针对
每一位患者的不同病症，悉心
指导患者用药，引导群众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据了解，此次义诊扶贫下

乡活动共接待群众咨询就诊
100余人次，免费发放常用药
品价值达1000余元。

朱文章 李镜 文/图

义诊扶贫送下乡

艰难困苦 唯念坚守
——— 我市援南苏丹医疗队侧记(3)

本报记者 宋金婷

在冬季有许多人会选择进
食大量温补食品，来抵御寒冬。专家
提醒，不要因为气温下降而盲目进补像火
锅、牛羊肉等容易上火的食物。故“冬令进补”应
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地选择清补、温补、小补、大
补，不可盲目“进补”。《内经》中有“秋冬养阴”之说，因此
滋阴补阳最重要的，最好能多吃白菜、银耳、糯米、羊肉、梨、
猕猴桃等益补的食物，但要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粮谷篇：冬季喝热粥是养生的一个好选择。如芝麻粥可益精养

阴，萝卜粥可消食化痰，胡桃粥可养阴固精，茯苓粥可健脾养胃，大枣
粥可益气养阴。

1 .红枣芝麻粥：红枣芝麻粥由红枣和芝麻一起熬制，在冬季的时候，不
但是能帮助孕妇补铁，老年人吃了助消化，还能让女性补血。

2 .腊八粥：在北方有些地方冬季有熬腊八粥的习惯，传统的腊八粥用黄
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红枣等，谷物繁多，营养丰富，有助
于增加热量和营养。
蔬菜篇：冬季进补在温补的同时，也要多食用蔬菜以解滋腻凉燥，达到养阴功效。
1 .芹菜：芹菜不仅富含铁离子且有降血压、清血脂的功效，能促进食欲，祛痰。
2 .萝卜：冬季正是吃萝卜的好时节，清热生津、开胃健脾、顺气化痰。
3 .白菜：大白菜性温味甘，入脾胃经，有温胃益气、驱寒防风的作用。对于胃脘冷

痛，腹部怕凉，小腹疼痛，排便不畅有改善作用。
水果篇：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及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化学物质，有益

于延缓衰老，预防癌症，而且能够清热解毒、清血抗氧化。
1 .梨子：梨有生津止渴、清热降火等功能，最适宜于冬季发热和内热的病人食用。然

而冬天直接吃梨过于寒凉，可以和桂圆、红枣枸杞等炖糖水来喝。
2 .苹果:有补脾气、养胃阴、润肺悦心的功效，被称为心血管的健康保护神。与百

合、枸杞、银耳一起炖汤，不仅可去除寒凉，还有滋补的功效。
3 .猕猴桃：“维C之王”，其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心脏健康，帮助人体消化和微

循环，从而提高免疫力；同时，生津润燥，解热除烦。
4 .葡萄。葡萄可益气生精，能补益肝肾。

肉类篇：冬季人们惯吃姜母鸭、羊肉炉、山药炖排骨等药膳“补冬”，可补中益气，滋阴补阳。但是
吃太多肉会给消化和代谢器官增加负担，所以要合理膳食。少吃肥肉，可选择一些易于消化吸收且
脂肪含量较少的禽肉、鱼肉和羊肉。

1 .羊肉：立冬进补首推羊肉，羊肉性温热暖胃，且脂肪和胆固醇也比猪肉和牛肉少得多。
2 .鱼肉：鱼肉不仅营养丰富且脂肪含量极低，其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2倍，易被人体吸收。冬

天鲈鱼肥腴可人，性温味甘，有健脾胃、补肝肾、止咳化痰的作用。
来源：人民网-人民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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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为为朱朱长长龙龙主主任任正正在在
给给当当地地青青少少年年患患者者诊诊治治。。

天天：
分别已有月余，我似乎感觉到这是你我父子今

后长期分离的肇始，心念至此，“老父”不禁潸然。我
已经竭尽全力按捺住对你的想念，但是那座远方的
城市，却实实在在地沉淀在我的心里。

我不是感伤而是感怀。每个人都有离家的一刻，
或因求学，或因工作，等等。吾儿因为三年又三年的
努力奋斗，为自己赢得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去为
自己美好的明天而接受锻造，可喜可贺！一如我当年
负笈求学，爷爷奶奶虽有难舍，但亦由衷欣慰。吾儿，
我的小“天哥”，人生值得，你值得，是因为你往昔的
辛苦付出！十年寒窗，你在父母的目视下，一个人寄
宿学校，虽也有懈怠时候，然能常怀青云之志，始终
不弃上进之念，三更灯火五更鸡。

周末又至，长假将到。往昔此时，我已是收拾好
行囊，思归似箭，只待下班的指针一到，便立即往回
赶，只因有你在家盼我、等我！如今假期又至，而你我
父子远隔千里，我只能默默抬头遥望北方，我想你亦
如是。短短月余，恍过三秋，好久没有侧身于你的桌
旁，看你伏案攻读；好久没有站立于你的身后，为你
捶背按肩；好久没有揽你入怀，倾听你澎湃的心跳；
好久没有与你抵足而眠，你我卧谈畅想明天……

“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
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

持与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
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许巍的这首
歌时常在我耳畔回响，你就是我膝下的那个少年。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小小的少年。
我的腰一直不好，你小的时候总喜欢我扛你上肩，爷
爷奶奶多有阻止，只有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会把你
举过头顶、扛你上肩，我会对你念叨：“子将父作马”，
而你则会接过来说：“父望子成龙”。此刻，我的腰仿
佛又有一点点的作痛，难道是因为我至今仍将你负
荷在肩上，你这“重担”还未卸下？真想一直那样用肩
扛着你，扛着你爬坡上坎，扛着你走过风雨……只是
如今的你已经高大壮硕，我想扛也扛不动了。你正在
成长，而我则慢慢走向衰老；你人生的道路虽刚刚开
始，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有了目标、有了方向，更有了
前行的动力，知识、技能才是你今后人生的拄拐，而
我这里将永远是你随时回来休憩的港湾。

这个把月以来，我们虽然只是偶尔微信简短交
流，但是你在校的一点一滴我都非常关注：你克服困
难，将狭小的寝室布置得尽量有条理；你不顾膝盖旧
疾，坚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军训；班级同学第一次
见面，你踊跃上台展示才艺；班委竞选，你积极报名
竞争；你还报名了英语四级的考试，等等……哈哈，
我和你妈妈每天都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那仿
佛永远也长不大的儿子真的一下子就长大了。

送你上学那天，看到学校的校训“自强不息，知
行合一”。我当时心头一动，难道真是冥冥中自有天
意。记得你小时候我曾送给你一本阳明先生的传记，

“知行合一”就是他老人家说的，而你自小就非常喜
欢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还经常在你的作文中引用。
也许，这就是你与大学的缘起吧！

父字

膝膝 下下 少少 年年 正正 成成 长长
郑郑 策策

以前在乡镇中学教书时，就结识了好多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上下相距六七米，
它们住在树上的窝里，我住在树下的屋里。每天清晨，它们在窝里一唱一和，我在床
上一呼一吸。我和它们没说一句话，没递一个眼神，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新的一
天开始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于是它们飞出去唱歌、跳舞、捉害虫，我则进教室与学生
一起朝读。

星期天的早晨，我经常会躺在床上专心地聆听鸟的叫声。那清脆悦耳的鸟叫会
置换掉我脑里杂乱的东西，把我带进辽阔的天空、莽莽的深林和幽静的峡谷，让我的
想象一会儿翱翔蓝天，一会儿驰骋平川，一会儿又神游古巷……遗憾的是我不是音
乐家，那悠扬婉转的音调总也谱不成动听的乐曲。但它让我想起古筝或唢呐，想起童
年的泥哨和柳笛。

这“叽叽 叽叽”的声音是麻雀的。麻雀是一种普通的家雀，它们活泼好动，小巧
玲珑。麻灰色的翅膀忽地一 就飞到溪流、田野和草滩上，也会飞到菜园、稻场和庄
稼地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害之一，今天却被珍视起来。是啊！人家虽然吃了一
点粮食，但毕竟为你消灭那么多害虫。不要你付工资，仅仅混个肚儿圆，还有什么好
说的？再说，富裕起来的农民，洒在地上的也够它们吃的了，谁还在乎一点点粮食呀！
这小鸟跟农人最亲、最熟络。没人时，它们会飞到你窗台、门口或院子里，溜溜，逛逛，
串串门。偷听新婚夫妇悄悄话，偷窥小媳妇撒娇作态，也在所难免。但人家不往外说。
有人回来，它们会知趣地飞到旁边的树上去。在树枝间半遮半掩地，蹦上去，跳下来，
飞出去，落下来。叫喊着，吵闹着，它们的声音太富弹性，太婉转动人，让人类在树与
鸟声中寻找到了某种自然的和谐。

这“喳喳 喳喳”的叫声是喜鹊的，它们可是最讨人喜欢的“吉祥”鸟，有的穿着
黑礼服，有的穿着灰礼服。站在门前的大树上，翘着尾巴点着头，冲你脆脆地叫几声，
你想不笑都不行。那娇憨的叫声能让人心旷神怡、心花怒放。“喜鹊叫，喜来到”嘛！人
们都知道这鸟儿有灵性，懂得一些玄妙的事情，认定它们不是上天的使者，也是使者
的秘书、司机或联络员什么的。更知道它们是每年七夕专为牛郎、织女搭桥的神鸟。
这一阵叫喊，不是有贵客临门，就是有好事到来。我对此深信不疑，多次应验过。在我
家庭遭受危难、个人前途无望时，都是喜鹊的叫声给我带来喜讯和福音。在后来几十
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每当我处于低谷时，喜鹊的叫声都会给我带来心灵的愉悦和精
神的鼓励。那声声鸟叫如同在我心海里投下一颗颗珍珠，再溅起一圈圈晶亮的玻璃
花，让我振作精神，再奋勇前行。

我浸泡在温馨的鸟鸣中，沉醉在往事的回忆里。
我又想起几年前回娘家，看到的鸟的集会。那是一个深秋，下着蒙蒙细雨。我下

车后徒步往大弟家走，半路上不时听见耳边飞过鸟声，叽叽喳喳、匆匆忙忙的样子。
我抬伞一望，惊了一下。发现四周都有鸟儿朝前方的树林里飞，“嗖嗖”闪过一道道黑
色闪电，“哧哧”射出一颗颗乌黑弹头。顷刻之间，那清一色的黑老鸹，就给树林上方
罩上了一张大网。树下落的，树上站的，黑压压一大片。那叽哩哇啦的叫声，不知是互
相问好，还是讨论什么问题？我被震撼了。不是我胆小，任谁都不会平静。不是早就有
司机给蛇阵、蛙阵和羚羊阵让路的事吗？再渺小、再卑微的生命也有它们的生活秩序
和准则，一旦形成气势，就会有一种威压，容不得你不怕。于是，我赶紧收拢黑雨伞，
它们说不定当我是秃鹫或老鹰而吓着了。我缩着身子，放慢脚步，躲在路边的涵闸
旁，静静地观察着，揣测着——— 这些黑老鸹是怎么聚集在一起的？它们之间靠什么传
递信息？这次集会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预谋的集结？它们是奔赴某地抢险救灾，还
是讨论集体迁徙……我不懂鸟语而茫然无知。大约半小时后它们飞走了，像一方乌
云被大风吹散，而我的心还若有所思。

我继续往前走，接近村庄时，眼前出现了熟悉的道路、沟渠、池塘和田地。只是比
以前更直、更美、更坚固了。正欣赏时，突然，“嘎啦”一声，传来熟悉的鸟叫声，定神一
看，一只苍鹭站在稻茬田里。走几步，看一下，再走几步，再看一下。忽然一啄，将一个
食物吞进嘴里，然后蠕蠕嗉子稳稳食，休息了。一只爪蜷在肚下，另一只爪长长地立
在水里，缩头闭目，气定神闲，一副老僧入定的神情，不知是打坐参禅还是静心悟道？
我很想大叫一声惊醒它，再听听那高亢的
叫声，但又不忍心惊它好梦。

见到大弟时，我说了一路上见到的鸟
事，并说出了我的担心：这道路上车子的
喇叭声，这田里机器的轰鸣声，会不会吓
着鸟们？大弟说：“这人有人道，鸟有鸟道，
各行其道，互不霸道。”

说得真好！这样的话，却出自一个老
农之口，这就是人鸟和畅的大美吧！

人总是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苦苦地寻
找着自己的精神乐园，每次遇见一本新书，
总会给我带来欣喜与感动。书是智慧的启
迪，是灵魂的洗礼，是情感的绽放，是解“困”
的良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亲爱的安德
烈》邂逅，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日夜厮守，
成为我的精神伴侣，架起我和女儿情感沟通
的友好桥梁，开启我“智慧教育”的美好时光。

周末空闲时，女儿总是缠着我陪她去图书馆看
书，我欣然前往。进入图书馆，我便情不自禁地被书
香熏染，总想寻一本好书来读。书架上《亲爱的安德
烈》进入我的眼帘，我霎时被吸引，一个青春帅气的
大男孩却透着深邃、冷静、沉思的眼神，书名如一杯
温热的奶茶，暖暖的香甜流淌进我的心里，我决心带
它回家，一探究竟。

《亲爱的安德烈》是当代作家龙应台和儿子安德
烈用3年时间互通书信的集结，共收录36封书信，呈
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化对个
体思想意识的影响，记录了两代人试图消除隔阂与
冲突的努力，也为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一个清晰而
生动的范例。书中的安德烈独立、自由、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有青春的叛逆，天真灿漫而不失风趣。书中
与作者讨论的话题包罗万象，对感情世界的迷惑、自
我价值的追问、对全球化的看法与讨论。妈妈龙应台
以友好、平等的姿态与孩子坦诚交流，保护孩子的自
尊心，给孩子正面的引导、触及孩子心灵、给予孩子
足够的爱与尊重，引人省思，洗涤人的胸襟！书中母
与子关系的描写，更是触及到我的神经末梢，冲击我
的内心世界，让身为母亲的我在书中彻悟——— 审
视——— 反省——— 纠正——— 突破自己，成为智慧妈妈。

那段时间，我疯了似的啃噬吸纳书中智慧。每当
夜晚降临，安顿好一切后，我便在书房与《亲爱的安

德烈》相会，对一窗如水月光，薰一室氤氲茶香，静享
“悦”读时刻。书中的安德烈18岁，对生活充满乐趣，
听歌、踢足球、当足球教练、泡酒吧、开派对、独自旅
行，自由丰富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中国孩子想都不敢
想的。我的女儿14岁，进入初中后便在上课、下课、补
课、作业无休止的循环往复中负重前行，哪里有时间
去思考去尝试课本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中西方文化
教育的差异。假若像安德烈这样的孩子生活在中国，
我认为他会被像我一样的家长严厉批评，纠正错误，
而后端正思想努力学习，但龙应台却说：“他是一个
自由的人，是我生命中相遇的‘另一个人’，我无权强
令他做什么，只能和他朋友似的交谈。”我被深深震
撼住了，呆坐在书桌前，窗外遥远而又静谧的夜空星
光闪烁，牵引着我走向更为宽广而又神秘的境地。我
想我何时放下身段与女儿平等交流过，我何时放下
母亲的权威设身处地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过，我
无数次自以为是的“经验”“教训”“心得”换来的何尝
不是女儿“沉默”“反感”“封闭”的结果，人与人之间
打开心扉，欢欣交流何尝不是以尊重、平等、坦诚相
待为前提！我豁然开朗，闭上眼，任凭“思想”在无尽
的夜空中驰骋遨游。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
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
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不，
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

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
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18岁的人。”
龙应台的内心独白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
遍盘旋往复，她不仅表达对孩子的爱，更
是想通过沟通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
解孩子所思所想，让孩子在温馨有爱、平
等和谐的环境里成长。而我呢，对于女儿

只有简单的日常生活交流，从未考虑去了解她，去认
真倾听她的诉说，去和她一起像朋友一样谈天说地，
聊人生、聊自由、聊自己喜欢的人、聊价值观、聊文化
品位、聊政治时事、聊自己想说的东西，无拘无束，这
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而现实中的我，却对她的
疑惑不满只是简单粗暴式的遏制或以母亲的权威横
眉冷对，我是多么的残忍，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
孩子！我一遍遍的反思顿悟带来一阵阵的心如刀绞，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可怜，因为她的灵魂是孤
独的、无趣的，因为她的妈妈不懂得如何去呵护孩子
的心灵，还不明白：她的女儿不是她的女儿，而是一
个完全独立于她的“别人”！我难过得无以言表，想把
自己狠狠地揍一顿，我决心改变我自己，去倾听孩子
的内心世界，平等交流，彼此了解，恰当地给予指点
迷津，减少青春期的烦恼。未来，我要让我的孩子在
幸福快乐自由的家庭氛围里成长。

遇到《亲爱的安德烈》是我的幸运，它陪伴我踏
上理想的征程，从此我在“智慧教育”路上，一路播撒
阳光，一路歌声嘹亮……现在女儿甜甜地喊我“宝
妈”，我美美地回应“闺蜜”，我们彼此信任互爱、吐露
心声、交流交融，找到灵魂信赖的契合点，幸福快乐
在每一个日子里尽情绽放。

感谢你，《亲爱的安德烈》，温柔了我的时光，让
我在铺满荆棘的“教育”迷途中找到了方向，走向铺
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我我与与一一本本书书的的故故事事
王娟球

乡乡 村村 鸟鸟 事事
李太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丽丽 摄摄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