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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我们在市儿童医院见到了还未正式回归
岗位的张云玲，这位46岁的女医生古铜色皮肤和淳
朴笑容，带有非洲阳光的味道。

回国前，张云玲把自己带去的许多衣服，送给
了她的一名黑人同事。那些裙子、裤袜，和当地粗
糙的皮、麻质地服装比起来，精致又好看。接过东
西，黑人同事泣不成声，让本不想伤感离别的张云
玲忍不住也落了泪。

“我觉得您对我，就像妈妈对我一样好！”这名
同事说。这句话久久回荡在张云玲心里，她从没想
过，自己作为医生做的那些本职工作，或是随手留
下的几件衣服，会给当地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洛阳援非女医生在厄立特里亚教当地人吃中药、摊野菜煎饼——

“洛阳风味”，特别受欢迎
□记者 寇玺

1963年1月,我国第一支医疗队赴阿
尔及利亚，谱写援非医疗的历史，今年是
50周年。近日，又一批医疗队从厄立特
里亚归国。其中，就有我市儿童医院的
女医生张云玲。近日，张云玲向洛阳晚
报记者诉说了她两年多的经历和她眼中
那穷苦背后的活力非洲。

每天 11时，是医院固定的“tea time（喝茶时
间）”，女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医疗问题，听得多了，张
云玲就开始帮大家想解决办法。阿斯马拉生长着不
少野生芦荟（清热解毒）、仙人掌（治腮腺炎）和其他草
药，张云玲就抽空采来，告诉大家用法和功效。

采药的间隙，张云玲还顺便摘点野菜，凉拌野菜、
摊野菜煎饼。每次“tea time”，这些“洛阳风味”，特
别受当地同事的欢迎，总是被吃得干干净净。

“以后要是有条件，我还要再去一次非洲。”在采
访中，张云玲不断重复这句话。

我国不间断地医疗援助厄国，并在当地建设水泥
厂等，带动厄国经济发展，教授他们知识，自然受到当
地人的尊敬。张云玲说，厄国人好像个个都是“中国
人小雷达”，虽然那里还有不少日本、韩国或是新加坡
人，但他们总能准确地认出哪些是中国人，然后露出
标志性的热情笑容，黑皮肤映衬出“快乐的大白牙”，
邀请你到他们家中做客。

起初，张云玲在当地住户院子里见到稀有物件，
拿起来看，主人一定会热情地把物件送给她。后来，
她就随身带些常用药品，回赠当地人。

最让张云玲忍受不了的是常常突然断水断电。
刚到那里，张云玲看到宿舍里放着装满水的大盆、大
桶，没过几天，她就理解蓄水的意义了。“以前在书里
读到‘进门就有电，开龙头就有水’的生活就是幸福日
子，现在算是有了切身体会。”她说。

因为土地贫瘠，当地的麦子麦仁小，麸子厚，做出
来的黑面包硬得像石头；名叫“英吉拉”的国家级美食
薄面饼，也充斥着怪异的酸味；因为营养不良，那里的
孩子非常瘦弱，一岁多的孩子才五六公斤重。

就是在这样一个吃不饱、穿不好又缺少现代化设
施的城市，当地人的心态却特别好。周末用来休闲，连
小商贩也会给自己放个假，不愿多劳累两天；平时9时
开工，12时午休，16时才开始下午班；走在大街上，常能
看到一家家小咖啡馆，下了班的人们在那儿品一杯现
煮咖啡，十分惬意……2011年1月，张云玲被安排在厄立特里亚王国

首都阿斯马拉唯一的儿童医院——奥罗特儿童医
院任职，辅助新生儿科医生的工作。

在中国，大人见到可爱的孩子会摸摸孩子的
头、捏捏孩子的脸，但在厄国，这样是很不礼貌的。
于是，张云玲要时时注意，不去摸孩子的头。

另外，当地三胞胎的出生率也很高。“一个月就有
五六例！”她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多为早产儿，最小的出
生时只有600克。由于医疗设备跟不上，医院里甚至
没有一台像样的呼吸机，早产的三胞胎成活率不高。

医疗水平跟不上，还造成当地孕妇缺少产前检
查。在初到阿斯马拉时，张云玲印象最深的就是新
生儿极高的畸形、脑积水比例，很多婴儿刚下接生
台，就被推上另一个手术台。张云玲只能尽量和当
地家长讲述产前保健的重要性。

虽然吃不饱，可他们很快乐

厄国人，个个都是“中国人小雷达”

厄立特里亚王国位于非洲东北部，西邻苏丹共
和国，南邻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东隔红海，与沙特阿
拉伯和也门相望。全国海岸线长1200千米，地形以
高原为主。首都阿斯马拉是个高原城市，全年气温
在20摄氏度左右，空气清新。

她教当地人吃中药、摊野菜煎饼

临别前，黑人同事泣不成声

在厄国当医生，不能摸孩子的头

工作中的张云玲 （本文配图由张云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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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国当地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