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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前，倘若组织派遣你到一个局势动荡不安的非洲国家支援医疗，你的心情会是如何？是紧张、忐忑，还是惊喜
⋯⋯日前，由众多援非医疗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正式上映。女主人公之一的武梅，在剧中用
心、用情、用力服务好当地患者，迅速圈粉。殊不知，其人物原型之一就是市一医科教科副主任应春柳，她曾经是该院骨二

科护士长。
11 月 30 日，记者面对面采访了应春柳，并透过她在 2016 年写的《因为有你——中国护士在非洲》一书，追忆中国援外医疗工作者

在异国他乡如何克服语言困难和艰苦条件，以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的感人故事。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在援外医

疗工作当中，推动马里医院实行正确的

静脉输液护理方式，或许是应春柳最为

投入并让她感觉举步维艰的工作。

在马里，凡是输液的病人都要用

上留置针，却忽视了如何正确使用。

输完液体之后留置针接口的锁口，他

们用的是普通盖子，而非可以反复穿

刺的肝素帽。如果这个盖子已经被

污染，就容易引发并发症：静脉炎和

血栓。在国内，使用留置针必定会佩

戴肝素帽，方便封管。但在马里医

院，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应春柳向记者重温首次看到马

里医院护士在静脉输液操作过程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护士徒手扯下一块

没消毒过的棉花，捏球蘸了 90%乙醇

（按规定要配制成 75%才能消毒）胡

乱在患者手背穿刺区涂抹，瞄准静脉

进针，拔出的套管针“当”一声扔到已

经污染的治疗盘里；如果没扎中，护

士就重新扎止血带、消毒、找静脉，又

将已经用过的套管针重新拿来用⋯⋯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的操作，竟然包含

诸多错误。基本的三查七对程序在这

里用不上。

“这还只是简单的输液流程，如

果是要求更高、更苛刻的输血流程，

想想都让人害怕。”应春柳说。马里

是艾滋病高发地区，如此错误的方

式，必定会增加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他们的护理流程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作为医疗队护理人员，自然有责

任、有义务让他们认识到这件事情的

严重性。”

对此，应春柳一次次地向马里医

院的领导们提出留置针护理中存在的

问题，提醒正确佩戴肝素帽的留置针

可以减少并发症，对于提高护理质量

有着重要的意义。其间，应春柳调研

撰写了《用肝素帽预防周围静脉留置

针并发症护理在 100例患者中的观察

对比研究》，发表在 2013 年《非洲健

康》杂志上。同年，关于“推广使用肝

素帽，正确使用静脉留置针”的文章在

马里国家级报纸《火炬报》上发表，这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医疗护理的

改革进程。

静脉留置针在马里医院率先应

用，并让其他医院的护理人员对静脉

留置针的正确使用也有进一步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12日护士

节，应春柳在马里医院还专门举办了

静脉留置针的护理操作比赛，以此提

高马里医院的护理质量。

“护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医院

的医疗质量。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

员，我有义务向当地的护理人员普及

最基本的护理常识。从我和队员们下

飞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是

代表个人了。我们的衣服上，几乎能

找到中国国旗，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

的是中国护士、中国医生、中国医疗

队，更代表祖国。对此，我们更应该全

心全意做好援助服务，树立起中国医

疗队的威望及形象。”应春柳说。

2011 年 7 月 13 日凌晨 1 时许，结

束完半年法语集训的应春柳和其他

30 多名来自浙江的医护人员走下飞

机，来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资源匮

乏、经济落后的马里。之后的 700 多

个日夜，浙江省第 22 批援马里医疗队

的援外医疗齿轮持续转动。

“借着中国援外医疗的国家战略

帮扶，马里共和国将马尔格拉、锡咖

索、卡地三个区的医院撤点合并，这是

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建造

的一所综合性医院。”应春柳说。然

而，抵达现场看到的是一个“空壳”医

院，让医疗队员们大跌眼镜：医院东边

是荒芜的小山丘，大院里杂草丛生；住

院部门口和急诊室旁边各搭着低矮大

棚；而中国赞助的一大批先进仪器，因

为马里医疗人员不会安装，未能及时

调试使用⋯⋯

“没有退路了，只能赶鸭子上架。”

医疗队员哭笑不得。虽然自己是护理

专业，用到的仪器设备比较少，但为了

加快医院正常运作的进度，应春柳和

同事临时成了“医疗仪器设备工程

师”。大家一起捣鼓检测室的生化检

测分析仪、新生儿保温箱、雾化器，以

及麻醉科的呼吸机、放射科的拍片机，

甚至是CT等设备。遇到难点，大家只

能一边看着说明书，一边计算着与国

内8个小时的时差，与厂家沟通联系。

万事开头难。9月7日，马里医院

终于开始正常运行。然而，新的援外

医疗工作任重而道远。原来，基于中

方只有技术支持而没有管理权的情

况，如何提高马里医院的护理质量，怎

样向他们灌输先进的护理管理理念，

成为应春柳的当务之急。

“我是个注重细节，追求极致的

人，既然来了就要实实在在做点事。”

应春柳对记者说。

医院正常运转后的一段时间里，

应春柳通过查房、巡查等方式总结了

医院的一些共性问题，并在会议上提

出了注意无菌操作等可行性建议。

但院方那句“没钱。要不，你们帮我

们从中国带一点过来”的话，让她一时

语塞。

在马里经济基础、信仰、制度、医

疗现状、文化差异等诸多客观因素的

影响下，应春柳一方面尝试根据马里

人文环境、思想观念，拟定适合当地

的内部护理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她

还组织开展院内感染相关知识和护

理技能操作培训，以此提升马里医院

的护理质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也

是中国援外医疗的重要意义。

■■ 让“空壳”医院正常运行

■■ 推动马里静脉输液革新

《欢迎来到麦乐村》热播 再现援外医疗感人故事

永康“武梅”与你重温中非友谊篇章

融媒记者 程明星

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开播前，应

春柳受剧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了首映礼

暨观片会。

当看到主人公之一的武梅严厉指正

当地护理人员错误使用留置针的片花时，

感性的应春柳刹那间泪眼婆娑。总编剧、

总制片人梁振华介绍：“这段剧情，正是以

应春柳的援非故事为原型。《因为有你

——中国护士在非洲》所记载的经历，为

我提供了很多的创作思路。”

应春柳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有幸

成为剧中武梅护士长的原型之一。其实，

剧组采访了 100 多个援非医疗队员，每个

队员都可以通过剧情，看到自己的影子。

援外医疗，对我来说，是从一个名词到动

词，再到形容词的过程，参与了、来到了，

就是意义。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有不

虞之誉，求全之毁。借着连续剧的播出，

我的援非往事重提，感谢亲朋好友的关

注、支持和点赞。”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

年。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项目、

“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精品项目，《欢迎

来到麦乐村》立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

等重要节点，用诙谐幽默的轻喜剧风格，

全景式呈现了中国援外医疗事业，诠释了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目前，该剧正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和

湖南卫视热播，并在优酷视频、咪咕视频

两大网络平台同步播出，口碑持续飙升。

记者专门观看了《欢迎来到麦乐村》

的前 8 集，试图从每一个鲜活的人物身

上，寻找永康“武梅”的身影。这些援外医

疗队员告别亲人远离家乡，不是遇到停水

就是停电，在随时可能患上疟疾、被埃博

拉病毒感染的恶劣环境下工作，还要经历

风俗习惯的差异、工作方式的不同等所致

的种种矛盾冲突。

我们难以想象，援外医疗队员得克服

多少困难，工作开展是如何的举步维艰，

正如应春柳在书中所写“那里还可能有着

惊心动魄的枪声”，令人不寒而栗。

让人自豪的是，中国援外医疗工作者

向来不惧危险、不畏艰难。尤其是随着中

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越来越有实

力和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是热爱和平、

珍视生命的大国形象。援外医疗就是生

动的体现。60年持之以恒的付出，中国援

外医疗队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是

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

据统计，自 1963 年向阿尔及利亚派

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全球

76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 万人次，

诊治患者2.9亿人次。

一批又一批的援外医疗队员，接过前

辈的衣钵，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创造一个

个奇迹。正如“麦乐村”的含义，“斯瓦希

里语是非洲的土著语言，麦乐村是斯瓦希

里语中‘永存永久’一词的音译，代表了中

国对援外医疗的承诺。”

■■参与了来到了
就是援外的意义

2012年，应春柳在非洲马里医院和马里的护理总监单贝雷先生合影 援非故事登上当地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