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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广东省每年均派遣与更换一批援疆

医疗专家到新疆开展医疗援疆工作，作为

检验领域专家的我，积极响应号召来到了

这里。”说起这次参与援疆医疗队的缘由，

身为省柔性援疆医疗队副队长、湛江援疆

医疗队队长的曾涛说，这次他可是带着使

命而来的。

湛江援疆医疗队主要是由湛江市最大

的三家综合大型医院专家组成，其中广东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派出4名专家，广东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院派出2名专家，湛江中心人

民医院派出1名专家，专业涵盖内科、外科、

检验、康复、感染防控等部门。

谈起这支来自湛江的援疆医疗队，曾

涛多次用“妥妥地展现了我们湛江力

量”来形容。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他们

这个“七人小分队”就是湛江医疗界的一

群“战士”——有着“哪里有需要就冲到哪

里去”的劲头，最重要的是，对援疆工作充

满热情。

凝心力转化为战斗力，是如何修炼

出来的呢？曾涛给出的“修炼秘笈”是

——牢牢抓住党建这个重要抓手，以党

建带队建。“到喀什后，医疗队先后开展

集中学习 5 次，交流讨论 6 次，集体党日

活动 4 次。通过学习，全体队员从思想

深处厘清了‘进疆为什么、来疆干什么、

援疆靠什么、离疆留什么’的问题，而这

是我们在这里能够高效开展医疗帮扶

的前提。”曾涛说。

新疆喀什地区来了“湛江力量”
从“输血”到“造血”，湛江援疆医疗队为当地医疗卫生技术水平注入动力

“经过广东省对口援疆工作多年的
努力，广东医生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
尚的医德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已
成为新疆当地的‘金字招牌’。很多患者
康复后，都向我们队员竖起了大拇指，说

‘亚克西’（意为很棒）！”作为“广东力量”
的其中一员，来自湛江援疆医疗队的曾
涛，话语间无不洋溢着自豪感。

11月底的喀什，阳光正灿烂，气温
却已降至零下3℃。而在两个月前，曾涛
等7名医疗专家组成的湛江医疗队和省
内其他市派出的医疗队一同踏上了万里
之外的西部边陲重地喀什，正式开展为期
三个月的医疗援疆工作。从南海之滨到
沙漠绿洲，医疗队从“输血”到“造血”，从

“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为喀什地区的
医疗卫生技术水平注入了强大动力。

■采写：新快报记者 梁美琪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下称

“喀地一院”）是这次湛江援疆医疗

队帮扶工作的重点。

在广东省援疆医疗队的助力下，

喀地一院已成为南疆地区最大、实力

最雄厚的医院，并通过医联体与医院

集团的建设，辐射整个南疆地区医疗

的高水平开展。然而，湛江援疆医疗

队抵达后发现，虽然经过广东多年的

援疆帮扶与建设，喀地一院整体医疗

水平得到了提高，但各科室发展不均

衡，仍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为此，医疗队队员根据专业被分

配到相应科室后，立即开展各种层

面的调研工作，充分剖析科室的发展

现状、发展方向、存在不足之处及需改

善的领域。队员们再结合自身的特长

与优势，确定工作侧重点，与科室同事

一起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做到精准

发力。

如检验科，临床检验技术开展

比较好，但前沿优势检验技术不显

著，科研与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拔高

与强化。来自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检验科的曾涛教授具有科研优势

与学科建设经验，立即与检验科领

导层及技术骨干一起明确学科发展

方向与科研攻坚工作重点，精准开

展帮扶。

再如，南疆地区心律失常的患

者较多而得不到很好诊治，来自广

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律失常科的

庞玲品副主任医师立即组建医疗团

队，把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熟

的电生理治疗技术迅速在喀地一院

开展起来。

喀地一院内分泌科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养与教学工作开展得不是

很好，影响了内分泌医师后备人才

的培养质量。来自广东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吴美芬副主任医

师迅速在内分泌科开展临床带教示

范与住培师资培训，推动了年轻医

师的成长与科室学科发展的完善。

喀地一院收治的重症患者较

多，而重症康复技术非常亟需。来

自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

科、掌握了多种先进重症康复技术

的甘小平，通过手把手教学，培养了

多名康复技术骨干。

来自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创伤骨科的刘思景副主任医师被

分配到创伤中心后，每天加班加点，

把湛江地区创伤治疗的优质技术带

到了边疆，挽救了多名重症创伤患

者，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了多名青年

技术人才。

不遗余力地为喀地一院“强筋

壮骨”的，还有来自广东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院感管理部的李建坤以

及来自湛江中心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的方海波。他俩利用自身优势，将后

方医院的好经验好做法传授给了当

地医务人员，真正做到了授之以渔。

从广东到新疆，从湛江到喀什，曾涛坦

言，各种的差异确实给援疆期间的生活与

工作带来困难。比如，喀什地区的天气在

秋冬季较冷且干燥，很多时候气温在零度

以下，这让习惯了广东温暖与潮湿气候的

队员很不适应。

“为了方便生活与工作，队员们早已

实现了从‘颜值至上’到‘保暖至上’和‘工

作至上’的转变。队友们三两搭伙，凑在

一起边吃饭边谈工作与生活，其乐融融，

每天都以饱满的精神风貌迎接援疆工作

的挑战……”曾涛表示。不过，对于湛江

援疆医疗队来说，最大的难关在于“语

言沟通”，特别是年纪大的患者，交流起

来有一定难度，专家开展治疗工作时，不

得不借助当地居民或同事来帮忙翻译及

沟通。尽管如此，专家都非常耐心与热

情地为当地民众服务，尽力缓解患者因

疾病带来的痛苦与紧张情绪。“有时，患

者的小孙子还会变身‘小小翻译家’，兴

致勃勃地用标准的普通话来协助翻译。

而为了加强交流，队员们也认真学习起

了当地语言。”曾涛告诉新快报记者，带

着为新疆人民作贡献的热情，队员们很

快克服了种种困难，全心全意投入到工

作中。

带着精湛的医术，“湛江力量”来了

克服困难，全身心保障边疆人民幸福

精准发力，为当地医院“强筋壮骨”

这次，医疗队要在喀什开展三

个月的帮扶工作。如何在有限的时

间里，将医疗帮扶变得无限，成为了

湛江援疆医疗队经常思考的问题。

为了培养后备临床技术力量，

湛江援疆医疗队非常注重“传帮带”

工作，通过系统授课、临床带教、现

场指导等多种途径，言传身教，以身

示范，不断提升当地年轻医师的专

业认同、理论水平、技术操作水平、

教学与科研能力等，让当地年轻医

师成长起来，以打造一支高水平的、

带不走的后备技术力量。

还有一个月就结束援疆之行，面对

未来，湛江援疆医疗队队员们纷纷表示

将继续不忘初心再出发，坚持技术帮扶

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为南疆各族人

民群众贡献更多更强的“湛江力量”。

“久久为功，‘疆’来可期！”曾涛

眺望着前几日才在这里来了一场

“挥洒青春汗水友谊赛”的足球场，

信心满满地说。

久久为功，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湛江援疆

医 疗 队 为

当 地 的 疑

难 病 症 患

者 进 行 会

诊与沟通。

■湛江援疆医疗队与当地的年轻人进行了一

场足球友谊赛。

■甘小平受到患者的好评，患者主动要求与

他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