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1期 总第120期
2024年2月

中国医疗队精神既是对中国 60年援外医疗历

程的形象书写，又是对中国医疗队援外医疗实践的

集中写照。2023年 2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援

外医疗队队员的回信中指出：“希望你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大力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

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1］这不只是对中

国援外医疗队工作的高度褒奖，更是为新时代援外

医疗工作的深入开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厘清中国医疗队精神的生成逻辑，揭示其科

学内涵，探寻其弘扬路径，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

国精神，谱写新时代中国援外医疗事业新篇章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医疗队精神的生成逻辑

任何精神都不会凭空产生，而是在深远的历史

征程、深厚的理论根基、深层的文化底蕴、深刻的实践

基础中淬炼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累

计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3万人次［2］。中

国医疗队精神发轫于不畏艰苦的援外征程，规定于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时代传承，锤炼于救死扶伤的医学实践。

（一）中国医疗队精神发轫于不畏艰苦的援外

征程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

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

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

容。”［3］中国医疗队精神发轫于不畏艰苦的援外征

程，历经不同历史阶段的淬炼，展现出愈发强大的

精神引领力、感召力与凝聚力。

医学无国界，大爱传万里。20世纪60年代，非洲

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新独立国家遭

遇医疗卫生领域的严峻挑战。1962年，刚取得民族

独立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面对国内仅有600名医

生，却要为1 20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困境，为解

救疾病缠身、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民众，阿尔及

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1963年 4月，我国

政府在国内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境下，发扬国际

人道主义精神，向阿尔及利亚伸出援手。援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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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既需面对远离祖国和亲人的苦楚，更需面对受

援地自然环境、工作条件、生活设施、语言沟通、文

化交流等方面的种种困难。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

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接见中国医疗队时指出：“你

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派出国外工作的第一批医疗队，

既光荣，任务又十分艰巨，而且面临的许多困难基

本上要靠你们自己来克服。”［4］

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援外不断发展。1981年，

我国向博茨瓦纳、吉布提、阿联酋派出了援外医疗

队，此后又向卢旺达、乌干达等国派遣医疗队。

1993年，我国向圭亚那派出援外医疗队，这是我国

向拉丁美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中国医疗

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

人民的高度赞誉”［5］，对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推动新时代外交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工作进入新

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中国

援外医疗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

理念，从原先的“输血式”援助转向如今的可持续

“造血式”援助，改善了受援地疾病防治和医疗卫生

人才培养状况，我国“公共卫生外交交往方式也由

硬交往向软交往转变”［6］。在此过程中，中国援外医

疗队员发扬不畏艰苦的意志品质，践行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积极拓展公共卫生合作。

60年间，中国医疗队为受援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作出重要贡献，并以不畏艰苦的坚韧意志、甘于奉

献的优良品格、救死扶伤的使命担当与大爱无疆的

崇高情怀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二）中国医疗队精神规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中国医疗队精神的

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有助于拓宽中

国医疗队精神的理论广度，增强中国医疗队精神的

理论深度，提升中国医疗队精神的理论高度。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医疗队精神拓宽

理论广度。“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重要

命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

和彼此依存，“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

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7］。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援外医疗队始终将守护人类生命

健康视为首要义务，与受援地民众共渡难关，为受

援国的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力量，展现出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真理光辉与时代价值。“既然正确理

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

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7］60年的援外医疗历程

中，超过 2 000人次援外医务工作者荣获受援国国

家级荣誉，援外医疗队员践行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

要求，促进了我国与受援国民众的深厚情谊。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为中国医疗队精神增强

理论深度。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以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为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类解放理

论为视角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解答世界之问，描绘

未来愿景。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

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

民普遍关切。”［8］60年来，中国医疗队坚信“群体解放

是突破点，个体解放是立足点，人类解放是终极价

值目标”［9］，将小我价值融入受援地民众健康福祉的

大我价值之中，秉承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内蕴的价

值理念，努力做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者和贡献

者，为人类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医疗队精神提升

理论高度。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交的中国答

案。“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

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

舟，荣辱与共。”［10］60年来，援外医疗队始终秉承救

死扶伤的医者初心，从常见病、多发病的处理，到专

科疾病、疑难重症的诊治；从深入乡村巡回医疗，到

“光明行”“爱心行”“微笑行”等义诊活动的开展；从

开展断肢再植、心脏外科手术等高难度手术，到推

广针灸、推拿等中国传统医学技术等，提高了受援

国的医疗卫生水平。这既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

时代映射，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乐章。

（三）中国医疗队精神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时代传承

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深厚的

中华文化土壤。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熔铸于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程，为

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蕴含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仁爱”思想是中

国医疗队精神的强大内核。医者仁心，弘扬和培育

医学人文精神，是我国践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必然要求。河南省参加援外医疗事业时间最长的

医生仵民宪，具有舍小家、顾大家的“大爱”情怀，多

次前往厄立特里亚、赞比亚等地进行医疗援助。在

外工作期间，他多次感染疟疾，但从不退缩。在他

看来，医疗资源匮乏的地方，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

专业技能。这无不表露出援外医疗队员的仁爱与

仁心，更彰显仁爱思想的时代传承。60年来，不计

其数的援外医疗队员为受援地民众的生命健康福

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究其原因，中华民族的卓

越品质、坚韧精神、高尚气节和崇高情怀，为中国医

疗队精神的锻造和发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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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义利观”是涵养

中国医疗队精神的文化密钥。一方面，在价值准则

上，中国医疗队践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重利”

会激发人的私心、私欲，使其为了一己私欲相互逐

利。“重义”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道德品质，国君、庶

民均应以“义”为行为指南。援外医疗队始终坚持

“只要祖国需要，我们排除万难也必须得去”的铮铮

誓言，为祖国的援外医疗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

量。60年来，援外医疗队员面对义与利的抉择时毫

不犹豫选择以义为先，以义为重，积极参与援外医

疗工作。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医疗队立

下了“舍生取义”的崇高理想。面对埃博拉病毒的

无情肆虐，援外医疗队员将生命安全置之度外，第

一时间投入病毒防控与患者诊治中，充分彰显了援

外医疗队员守护受援地民众生命健康的大无畏气

概。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的精神积淀与

理想追求，为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

深层次的文化滋养。

（四）中国医疗队精神锤炼于救死扶伤的医学

实践

中国医疗队精神的铸就，离不开60年来一代代

援外医疗队员以救死扶伤的责任担当为底气、以国

家赋予的使命义务为骨气、以受援地群众的健康福

祉为志气，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受援国解

难题，为受援地民众除病痛。

援外医疗队挽救受援地民众的生命。60 年

来，援外医疗队累计诊治患者近 3亿人次，把不计

其数的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在埃博拉病毒暴

发之际，中国累计向西非疫区 3国及周边 7国派出

近 1 200名军地医疗卫生人员，累计提供了4轮总价

值约 7.5亿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及时落实到

位，是提供援助医疗物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1］。新冠

疫情暴发时，中国累计向 34个国家派出 38批抗疫

专家组协助抗疫［12］，抗疫专家不顾疫情感染的风

险，积极参与当地疫情防控，推广疫情防控的“中国

经验”和成功做法，展现出我国不求回报的崇高作

风，也表露了我国在大事、要事面前愿与世界各国

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国风范。

援外医疗队改善受援地民众的医疗条件。援

外医疗队始终以受援地民众的生命健康福祉为准

则，为受援地设立了众多的医疗点。为方便患者及

时诊治，援外医疗队专门开设了农村门诊，为当地

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援外医疗队还不定期为身患

疾病不便出行的民众提供上门就诊服务，为贫困

民众提供免费的诊疗与药品。此外，为提高当地

医疗卫生水平，援外医疗队设法帮助受援地医务

人员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如肿瘤摘除、断肢再植

等高精尖医学临床技术，为受援地民众的健康福

祉保驾护航。

援外医疗队面向受援地民众开展健康科普活

动。为提高受援地民众的医学认知，援外医疗队除

完成日常的医疗诊治工作外，还充分利用工作闲暇

时间，为当地民众开办形式多样的健康讲座、预防

疾病讲座等，传授防治传染病、常见病和多发病医

学知识，提高当地民众对传染病、常见病和多发病

的认知水平，提升民众预防重大疾病的能力。援外

医疗队将医疗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民众，大

大增强了当地民众的健康福祉。中国援外医疗队

业已成为广大受援国健全医疗卫生体系的助力者、

南南合作的贡献者、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践

行者。

二、中国医疗队精神的科学内涵

2013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医疗队

援外50周年之际，明确提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13］。中

国医疗队精神内涵丰富，涵盖了“意志”“品格”“行

动”和“情怀”四个层面，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内在

贯通。“意志”“情怀”和“品格”构成了中国医疗队

精神的内在要素，“行动”则是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外

在践行。

（一）意志层面：“不畏艰苦”

“不畏艰苦”属于中国医疗队精神意志层面，体

现了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不屈不挠、坚毅执着的意

志品格。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简陋的医疗设备和

语言障碍，援外医疗队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以满

腔的工作热情助力受援国解决卫生事业领域难题，

助力当地民众摆脱疾病的困扰，为加强中外友谊搭

建桥梁。

首先，援外医疗队不惧恶劣工作生活环境的挑

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

现实前提。一些受援地处于沙漠地区，气温和湿度

较低，每当风沙来临，空气中充斥着大量灰尘和一

些污染物。同时，沙漠地区的蔬果供给受限，给援

外医疗队员带来极大的生活考验。此外，援外医疗

队员在工作中常会遇到困境，停电是常有之事，停

电以后只能靠应急电源和手电筒继续开展手术。

面对生活工作中错综复杂的不确定因素，援外医疗

队员既没有退缩也没有表露出一丝苦楚，依旧对援

外医疗工作保持高昂的热情。

其次，援外医疗队无畏语言交流的阻碍。医患

沟通是医疗过程的重要环节，为避免在问诊时语言

沟通不畅问题，援外医疗队员坚持利用闲暇时间学

习当地语言，力求克服语言难关，能够独立地对患

者问诊，和患者交谈。与此同时，在援外医疗期间，

医疗队员反复学习受援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了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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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民众在殖民统治时期所受的苦楚，迅速提高自身

使命感、责任感、归属感，以便更好地融入文化、融

入集体、融入民众。

最后，援外医疗队不怕缺医少药的困难。受援

地曾长期被殖民统治，致使部分受援国的医疗卫生

体系不健全。据 1965 年到赛伊达参加援外医疗队

的湖北医生薛进回忆，“当时，除了中国援阿医疗队

队员，当地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面对如此医疗

困境，援外医疗队员没有抱怨，依旧不辱国家赋予的

使命，不折不扣完成每一项援外医疗任务，在异国他

乡书写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中国医疗队可歌可泣

的壮举，加深了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展现

了中华儿女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意志品质。

（二）品格层面：“甘于奉献”

“甘于奉献”属于中国医疗队精神品格层面，展

现了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更

凸显了援外医疗队员对义与利的正确认知及无私

奉献的优良品质。

首先，援外医疗队员奉献了青春。援外医疗队

员以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将青春奉献

于祖国的援外医疗事业。援外医生武翊纶3次参加

援苏丹医疗队，其与姑父、姐姐和姐夫 4人共 11次

完成累计21年援外接力壮举。他认为，参加援外医

疗事业，既是医疗世家的传承，也是自身的使命和

义务。许许多多的援外医务工作者，对援外医疗事

业具有深厚的热情，对参与援外医疗工作无怨无

悔，把青春热血献给异国他乡。

其次，援外医疗队员奉献了汗水。由于受援国

医疗卫生条件差，援外医疗队员在工作时常常需要

付出超常的劳动，艰辛的努力。在中国援突尼斯医

疗队西迪布宰德分队所在的驻地医院，作为唯一的

麻醉师，彭夕华每周工作时长超过 72 小时。援外

医疗的征途中，像彭夕华一样的医生不计其数，他

们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贡献力量。60年来，援外医

疗队员以救死扶伤为指向，以受援地民众的健康福

祉为使命，砥砺前行，为受援地医疗卫生事业奉献

了爱心与汗水。

最后，援外医疗队员奉献了生命。中国援外医

疗队员肩负祖国的重托，忘我工作，有些队员因积

劳成疾或遭遇意外事故，长眠于国外。20世纪70年
代，首批中国医疗队队长、心血管领域的专家梅庚

年，用高超的医术为无数的患者解除了病痛，却不

幸在考察完疫区返回时因公殉职，长眠于埃塞俄比

亚，被当地人称为“中国的白求恩”。60年来，有 50
余名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奉献，帮助中国

人民与受援国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为我国

与受援国之间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具

有的崇高品质和高尚人格，尤其是无私奉献的精

神，是指引医疗队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行动层面：“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属于中国医疗队行动层面，表露出

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将救死扶伤视为自身职责与

使命，体现了其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等职

业特色。

首先，救死扶伤是援外医疗队员的职责。防病

治病、保护人民健康，是医生依法履行的神圣职

责。2023年 1月，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坦桑尼亚患

者姆埃尔莎突然丧失意识，被转入贝亚省一家医院的

重症监护病房里。负责治疗的是第26批中国援坦桑

尼亚医疗队队员王亨带领的团队，团队坚持不抛弃、

不放弃的医者职责，奋力将患者从死亡线拉回来，被

患者的丈夫称为“上天派来的天使”。在莱索托，一

位年轻女性患有巨大子宫肌瘤，由于当地医院手术

室麻醉机不能正常工作，手术将要延期。中国妇科

专家充分讨论后为患者摘除了肌瘤，还成功地保留

住了子宫［14］。60年来，援外医疗队员在治疗、预防

和控制各种疾病等方面，肩负救死扶伤的职责。

其次，救死扶伤是援外医疗队员的使命。为当

地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是中国援外医疗队肩

负的重要使命。援外医疗的60年里，医疗队累计诊

治患者2.9亿人次［13］。援外医疗队员坚守救死扶伤

的初心，担负祖国赋予的使命，创下救死扶伤的辉

煌成绩，创造不计其数的医学奇迹。如首例股骨头

置换术、首例二尖瓣扩张分离术、首例断手再植术、

首例脑外伤开颅术、首例角膜移植手术等等［15］，成

功填补了受援国多个技术上的空缺，是对中国人民

珍视生命、团结互助的生动诠释。

（四）情怀层面：“大爱无疆”

“大爱无疆”属于中国医疗队精神情怀层面，体

现了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护佑苍生、兼济天下的崇

高追求。对外医疗援助，是我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开展周期最长的合作项目，援外医疗队员用勇气与

担当践行人道主义精神，用仁心和博爱为世界带来

温暖与希望。

首先，援外医疗队用“大爱”填补受援地医学空

白。面对东非和西非患病率较高的“足分支菌病”，

援外医疗队员历经数年的观察、研究，逐步发现该

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采用广泛病灶切除术保住

患者的肢体，填补了非洲国家在简陋医疗条件下

治疗该疾病的空白。王金堂医生在苏丹开展了第

一例断指再植手术，填补了苏丹医学史上的空白。

60年来，援外医疗队员以仁心仁术，刻苦钻研各种

疑难病症，不断总结治疗经验，探索完善诊疗方案，

填补受援国多项医学空白，为受援国提供多项医疗

技术服务，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其次，援外医疗队用“大爱”提高受援地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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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技术水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外医疗

队利用工作闲暇之余为当地培训医务人员，力求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援外医疗队在埃塞俄

比亚开展工作的同时，通过开办腹腔镜技术、超声

引导穿刺培训班等，将现代医疗技术传授给当地医

务人员，提升了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援外医疗队还

通过多渠道、多平台，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将

传统中医药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

为当地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医疗人才，提高了当地

的医疗卫生水平。

最后，援外医疗队用“大爱”提升受援地整体医

疗卫生水准。援外医疗队除传授医疗技术外，还通

过国家帮扶为受援地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共建医院，

大大提高了受援国的卫生服务质量。60年来，援外

医疗队与受援地共建医疗卫生设施共 130余所，健

全了受援地的医疗卫生设施。第 14批援外医疗队

给尼泊尔带来放射治疗机等先进医疗设备，共建了

公立肿瘤专科医院，使该院成为尼泊尔最大的癌症

诊治中心，其肿瘤中心 60%以上的医生都曾在中国

留学［16］。同时，该肿瘤诊治中心的医疗服务范围已覆

盖整个国家，甚至已经到达了印度的北部区域。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

实践。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派遣医疗队数量、人

数、覆盖国家数及所提供的医疗技术服务，举世无

双。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前赴后继，以不畏艰苦

意志为根基、以甘于奉献品格为作风、以救死扶伤

使命为职责、以大爱无疆情怀为视角，冲破语言隔

阂、克服文化差异，连结起各国民众命运与共的心

灵纽带。

三、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弘扬路径

中国医疗队精神是在 60年来中国援外医疗事

业不断发展的深远历程中淬炼出来的，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它不仅是中国援外医疗事业

所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再续援外医疗事业新

篇章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为开辟援外医

疗事业的新篇章，我们要注重研究阐发、探寻弘扬

渠道与强化行为养成，助力中国医疗队精神的传承

与践行。

（一）注重研究阐发，丰富中国医疗队精神内涵

传播与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需要加大研究阐

发力度，并进一步丰富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学术成

果。现阶段，学界对中国医疗队精神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援外医疗事业的历程、时代价值等方面，研究

阐发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首先，要注重对中国医疗队精神理论、历史、文

化、实践逻辑上的研究阐发。其一，加强研究阐发

中国医疗队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是

中国医疗队精神生成的理论基础，我们要从理论与

实践结合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援外医疗

事业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逻辑。其二，加强研究

阐发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历史逻辑。“历史从哪里开

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

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

形式上的反映。”［17］我们要深化中国医疗队历史进程

与历史经验的研究。其三，加强研究阐发中国医疗队

精神的文化逻辑。研究中国医疗队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

辑。其四，加强研究阐发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实践逻

辑。唯有联系中国医疗队的医疗卫生实践，才能真正

阐发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实践伟力。

其次，将中国医疗队精神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理念研究同频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为我们

研究中国医疗队精神提供了新思路与方向。一方

面，研究中国医疗队精神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

念的契合性。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致力于“共同维护

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护双方人民和世界各国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8］。中国医疗队60年来

接续奋斗，为受援地民众增进健康福祉，二者的宗

旨和目标一致。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医疗队精神与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互动性。公共卫生安

全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截至 2023年 6月

底，中国已与 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卫生合

作协议。我们要加强中国医疗队精神时代价值的

研究，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后，将中国医疗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双向融入。人无精神则不立，同困难作斗争，既是

物质的角力，又是精神的对垒。人类文明史是一部

人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同疾病斗争需要精神滋养。

中国医疗队不负众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

使命任务，展现出高尚的品质、优良的作风、坚忍的

意志、大爱的情怀与奉献的品格。中国医疗队精神

是中国援外医疗事业的智慧结晶，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为其提供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为其提供精神动力。中国医疗队精

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时代写照。深入研究中国医疗队精神与中华民族

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

医疗队精神的民族形式与时代表达。

（二）加强顶层设计，探寻中国医疗队精神弘扬

渠道

援外医疗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的生

动体现。中国医疗队援外时间长，参加人员地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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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广，专业领域复杂多样，受援国众多，因而弘扬中

国医疗队精神，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提高针对性，体

现科学性与时代性。

首先，加强教育引导。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

要提高教育内容完整性、教育对象针对性、教育方

法有效性。第一，提高教育内容完整性。全方位、

立体式、多层面展示受援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援外

医疗过程中救死扶伤的案例、视频，医疗队员们的

日常生活细节等，使教育内容丰富。第二，增强教

育对象针对性。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健康的守

护者，医学生是援外医疗事业接续奋斗的生力军，

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从事贸易、服务等工作的涉外

人员，是教育重点。宣传教育要因材施教，精准“滴

灌”。第三，提升教育方法有效性。要立足教育对

象的年龄阶段、知识层次、文化背景等，运用经验交

流、学术讲座、课堂研讨等形式，邀请援外医疗队员

进医院、进校园、进社区等，讲述其在国外的所见、

所闻、所感，将中国医疗队精神讲深与讲透。

其次，建立健全制度。建立科学性与实践性同

频的弘扬制度，是赓续中国医疗队精神的首要前

提。制度设计要遵循“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

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10］。第一，建立完

善的实施制度。加大对中国医疗队精神弘扬资源

的整合，细化中国医疗队精神弘扬的具体方案，整

体推进中国医疗队精神弘扬全过程，确保中国医

疗队精神的落实落地。第二，建立相应的惩罚防

范制度。为保障中国医疗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要设立配套的执行监督机制，依法依规克服扭曲

事实、丑化英雄、损害国家荣誉等不良倾向。第

三，动态调整弘扬制度。弘扬制度的制定须符合

弘扬活动开展的需要，立足人民价值观念的多样

性，不断完善制度，加强、加大、加深对中国医疗队

精神的宣传。

最后，丰富传播媒介。以媒介为载体的传播渠道

是推动中国医疗队精神弘扬的有效方式，据有关部门

统计，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6.4%［19］。中国医疗队精神弘扬需

要依托数据、图像等新媒介。一方面，探究中国医

疗队精神的数据化呈现。中国医疗队精神作为理

论知识，需要凭借数据化的呈现方式实现透明化。

譬如以数据化呈现援外医疗队每年援建的医疗设

施数目、救治的患者人数、填补医学空白的数量等，

提高说服力。另一方面，注重中国医疗队精神的图

像化表达。为使抽象的理论贴近群众，要注重图

片、视频为代表的图像媒介。可将援外医疗队员救

死扶伤的情节、民众的情谊、生活工作的情况等以

照片、视频等形式形象化呈现，使抽象的理论贴近

群众的生活，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

（三）强化行为养成，赓续中国医疗队精神伟力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

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践行中国医疗

队精神，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将中国医疗队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融入学习、生活与日常的工作当中。

首先，发挥中国医疗队的榜样示范作用。在中

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

会宣传发布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20］。有关部门要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高效、便捷、广泛地将中国援外医疗英勇

事迹普及化、全民化，使广大群众认知、认同、践行

中国医疗队精神。各地应以此为契机举办以弘扬

中国医疗队精神为主题的展览与大讲堂等活动，向

全国各地区民众传达援外医疗工作者不畏艰苦的

坚韧意志、救死扶伤的医疗技能、甘于奉献的优秀

品格与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怀，并鼓励群众以新时代

的援外医务工作者为榜样，共同为建设健康中国和

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其次，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催人奋进。优秀文

艺作品具有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可以感染

人、塑造人、激励人、鼓舞人。譬如电视剧《埃博拉

前线》真实刻画了中国医生在抗击病毒时惊心动魄

的场景，展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令人观后倍

受鼓舞。中国医疗队赴30多个国家开展“光明行”，

免费治疗白内障患者近万名；非洲暴发新冠疫情

时，中国医疗队员以敢为人先的气概、不畏艰难的

勇气，与当地民众一道攻坚克难……都是文艺作品

创作的“富矿”。打造以中国医疗队故事为内容的

文艺作品，形象化、艺术化反映中国医疗队不畏艰

苦的援外历程，再现中国医疗队崇高的精神风范，

能够发挥中国医疗队精神“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的引领功能，使人不待扬鞭自奋蹄。

最后，将中国医疗队精神融入日常生活。60年
来，中国医疗队将民族精神铭记于心，传承胸怀天

下的责任担当，赓续中国外交优良传统，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不惧困难、不怕挑战，远赴异国他乡

救治患者，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职尽责。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

须融入社会生活 ，让人们在外在践行中认同它、领

会它。”［21］中国医疗队精神是在中国卫生援外事业

的历史性实践中产生的，必然要在实践中传承与弘

扬。精神唯有与生活中的人或事相联系时，才会彰

显它的价值。各社区、社团、工会等组织要举办以

践行中国医疗队精神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比

赛、文艺汇演等，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对中国医

疗队精神的认知，认同中国医疗队精神内涵，自觉

做中国医疗队精神的讲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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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QIU Rongbin，WEi Ze，WU Yuqing
School of Marxism，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23，China

Abstract：Chinese foreign⁃aid medical team has devoted its feelings and energy to saving lives and helping
the wounded，embodying the benevolence of doctors in foreign ⁃ aid medical care. The“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characterized by“ fearless of hardships，willingness to dedicate，saving lives and helping the wounded
with boundless love”，originated from the arduous journey of foreign aid and is rooted in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nurtured b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refined through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aving lives and helping the wounde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encompasses the meaning of willpower，character，action and compassion that interconnected and unifie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t serves a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ealth，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Belt and Road”. To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in the new era，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to enrich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We also recommend strengthening
the top ⁃ level design and exploring the channels for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while
reinforcing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s and continu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s.

Key words：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generative logic；scientific connotation；carry forward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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