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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虽有界医者无疆

没有生而英勇，只有选择无畏。
时间拨到 1988年，中国派遣援非医疗队，赛音贺希

格受原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派遣，赴卢旺达共和国开展
国际医疗援助工作。

这注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征程。
当时，位于非洲中东部的卢旺达共和国正处于局势

混乱时期，中国援卢旺达医疗队不仅面临着随时可能爆
发的战乱，还面临着疟疾、艾滋病等传染病多发的潜在危
险。赛音贺希格没有丝毫犹豫，毅然远赴卢旺达两年时
间，远离祖国亲人，其间他们随身携带着护照，做好随时
逃离战争危险的准备。

当时的卢旺达，医疗卫生条件简陋，甚至还没有正
规的医院和医疗制度。作为一名妇科医生，赛音贺希格
在卢旺达不仅仅是妇科医生，还是外科医生、司机、翻
译……身兼数职，在卢旺达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初心和使命。

赛音贺希格和医疗队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形成
以医疗队为基础，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双轮驱动，创新项
目、医疗物资、能力建设、人员与技术交流多点开花的全
方位、立体式格局，影响带动卢旺达群众增强对生命的敬
畏，尤其是对妇女的重视与尊重，帮助提高了卢旺达的医
疗技术水平。

1998年至 2000年，赛音贺希格担任援外医疗队队
长，第二次援助卢旺达，为改善医疗队驻地的生活条件、
提升医疗队的救治能力和凝聚力，倾注了大量心血。

2003年，他第三次援助卢旺达，上班 3周就做了 28
台手术，与团队为卢旺达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
献，挽救了很多卢旺达人民的生命。而此次援外时，赛音
贺希格由于过度劳累加之突发性心梗不幸去世，将他宝
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他所热爱的卢旺达红土地上。他匆
匆而去，未曾给妻子和女儿留下只言片语，也无法再继续
履行他们一生一世的誓言。

2003年9月的东非草原，风夹带着燥热漫步在草丛，
古尔河水默默地流过卢旺达基本戈省的腹地。9月7日，
卢旺达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华人
民共和国援助卢旺达第十一批专家医疗队员、妇产科副
主任医师、第三次援卢的赛音贺希格教授突发心脏病，经
多方抢救无效，不幸于 2003年 9月 6日凌晨 2时 20分逝
世，享年 53岁。”噩耗传开后，许多当地的群众来到中国
医疗队驻地门前，默默地注视着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卢旺达国家电视台 3次播出他的事迹，并给予高度
评价，卢旺达人民把他视为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当
地的电视台曾这样评论说：“赛音贺希格教授有一个温馨
幸福的家庭，有相亲相爱的妻子，有牵心挂念的爱女，有
众多等待他叙旧的亲友和同事。以他的学识和水平，在
国内经济收入不菲，但他宁可舍弃这些，用他宝贵的生命
向卢旺达人民展现了中国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精神，是一名杰出的中国医生。”

一段援非故事，一场中非友谊。作为一名医者，赛音
贺希格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始终把看病放在第一位。正
是由于有一颗关爱病人的炽烈滚烫的心，使他的身上永
远燃烧着忘我工作的激情，无私无畏、为民服务、为国担
当，守护一方群众安康，用平凡的生命书写了不平凡的中
国援外医疗的故事，擦亮了彰显大国担当的“中国名
片”。在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40周年时，赛音贺希格被
授予“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荣誉。

奔赴山海心系故乡

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感恩草原。对于赛音贺希格来
说，故乡是永远的根，心中永远的牵挂。在辽阔乌审草原
长大的赛音贺希格，拥有和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看病是件艰难的事，去看病
的群众总要想办法辗转联系到赛音贺希格大夫，而赛音
贺希格也对乌审旗群众格外关照、关心，若是他的科室那
自然义不容辞，要是别的科室他也耐心帮助联系安排大
夫。有人问他，“乌审旗的群众都由你负责了”。而不善
言辞的他总是语重心长地说，“老百姓看病不容易，他们
不知道去哪儿看、怎么看，我怎能不帮忙。”每每有人找他
帮忙，赛音贺希格总是不遗余力、热心相助，帮助过的群
众不计其数。

“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要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
之所想，竭尽所能为病人解除病痛。”这不仅是初心所在，
更是一份医者情怀。择一事，终一生。近三十年从医路
上，赛音贺希格始终怀揣一颗医者仁心，以精湛的医疗技
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护佑患者生命健康，托起生命的明
天，也诠释了一名医者的执着与坚守、责任与担当。

他虽然离去，但从未走远。
为表达对赛音贺希格教授的敬意与缅怀，内蒙古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精心排演了原创话剧——《中国医生贺
希格》，以内蒙古援非医疗队远赴卢旺达，开展国际医疗
援助工作真实故事为背景，还原了主人公及医疗队员尽
职尽责开展工作的状态，展现了一代中国医生伟大的人
道主义情怀。

“他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我想在我还有能力的时
候，把他一心想做的事延续下去。”赛音贺希格的妻子申
鸰深深理解他对故乡的那份深情，以赛音贺希格的名义
成立乐友梦想俱乐部，旨在“快乐自己、幸福他人”，常态
化组织开展义诊、义教等活动。

赛音贺希格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非洲大草
原，他和众多的援非医疗队员谱写出没有止境的生命国
际歌。

我想用文字写你的温柔
看云儿游荡在山巅
飘逸的长发轻挲妩媚的笑脸
似水的眼眸亮透了心中爱恋

我想用文字写你的温柔
看鸟儿飞过山巅
银铃般的笑语唤起百花的摇曳
修长的身影羞醉了清浅的河湾

我想用文字写你的温柔
看月儿爬上山巅
淡黄的长裙飞扬花儿的芬芳
纤长的玉指弹拨起湖面的波圈

我想用文字写你的温柔
看星星落在山巅
优雅的弯眉搭起呢喃的心桥
曼妙的舞姿闪亮了遥远的银汉

文字如花
染红了你那一抹笑靥
用甜美
链接彼此心湖中的柔情

文字如花
拨动了你那颤动的心弦
用淡雅
装饰灵魂深处的永恒

我想用文字写你的温柔
因为
你的温柔里有看风景人的魂牵梦萦

□冰雪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8月7日，迎来了2024年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立秋。然而，夏日的炎热还未尽散，立秋的到来，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
气息。一阵微风把我从清梦中吹醒，早晨了，我探头望向窗外，秋来了，来得那
样的温和、柔情似水，有雾的朦胧、有露的清凉，一切都那样的衷情又那么的平
淡。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清凉如水，雾霭茫茫；落叶归草寂寥，秋给了文人墨客
多样的意境，也给了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些许感悟。

看我如此的迷醉，女儿说，我猜，四季中你最爱的一定是秋天了。那当然，
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借秋季的到来，人们用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来秀恩爱或者秀感情。其实，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明明不远，却很难靠近。准格尔虽是
一座小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今，灯火璀璨、流光溢彩，从高空俯瞰，桥是连
通准格尔旗高速发展的大动脉。无论规模大小，每座桥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意
义，伴随着无数准格尔人的拼搏与努力。纵切于塔哈拉川四周的乌兰桥、龙王
桥、开源桥、准格尔大桥、周家湾大桥跨河越堑，远远一瞧，不仅整体造型新颖灵
动，周边高楼林立，道路整洁美观，也成为许多市民拍照打卡的景点。

一座座桥，让薛家湾各区块连接在一起。提起准格尔旗的桥，我首先会想
到家门前的乌兰桥，它北与大路快速通道相连，南与 S103呼大公路相通，全长
1572米，宽34米，双向六车道，主桥桥塔是以钢结构为骨、呈旋转升腾的火炬造
型。高达129米，由32根钢丝固定，是一座伫立在塔哈拉川的巨柱。远远望去，
就像一个精神抖擞的卫士，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威武和高大。站在桥上看去，
呈圆柱渐变网结构，形状上下粗大，中间细小，又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扭着腰
耸立，因而我取名为准格尔“小蛮腰”。

落叶知秋，岁月迎丰。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让人产生无限憧憬的季
节。清晨，紫气东来，朝阳慢慢爬出地平线。高耸入云的“小蛮腰”迎来了第一
道霞光，像一条巨龙俯首在行驶着的车流人流中央，用坚强的、充满正义感的力
量，保护着准格尔人百业兴旺、景美人和，助力准格尔城市形象、环境面貌繁荣
昌盛。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清凉的风吹动温暖的摇床，万家灯火枕着黄河
的波浪……”哼着歌行径在“小蛮腰”途中，感受准格尔的夜晚柔情几多，腰身一
会儿深红，一会儿浅黄，一会儿湛蓝……像一位美丽的少女穿上七彩的衣裙。
一道道激光有旋律地舞动着，无论你是步行，还是开车行驶在乌兰桥上，都会感
叹，“小蛮腰”与各种彩灯交相辉映、耀眼夺目，美不胜收。不仅给城市留下了记
忆，让人们记住了乡愁，也给准格尔的夜空增添艳丽色彩，勾勒出绝妙的风景。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在连雨不知夏去，一晴方觉初秋的时节，来一场
浪漫之旅。与“桥”相遇，去准格尔大桥闲庭信步，随着大桥的灯光逐渐亮起，像
一颗颗流星从天际滑落，瞬间将周围的建筑映衬得五光十色、流光溢彩。听呼
啸的晚风，看路灯下行色匆匆的路人，煤海上的薛家湾，塔哈拉河两岸展开的城
市建设，市容错落，人民淳朴憨稳。一座座桥，让市民深深感受到了来自准格尔
的温暖和力量。

身有所栖、心有所寄。一座座桥与准格尔煤海明珠对望，连接着橡皮坝两
岸，共同互相守望、激荡交融。灯彩霓虹、斑斓流转，放眼望去，这种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繁荣景象如同五彩缤纷的画卷，让准格尔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

遥远的夜空划过一道弧光，那是一颗流星快速地飞过，它是这宁静初秋之
夜里的过客，只匆匆一瞥就变成了永恒。“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明月悬于中天，秋风徐徐，又是一年秋天来临。

他用生命谱写生命国际歌
□曹玉霞朱敬虎

一身白衣，擎起健康希望；一颗仁心，护佑生命安康。
赛音贺希格，一个闪亮的名字。他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内蒙古自治

区援卢旺达医疗队一名妇科大夫。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医疗卫生
事业，谱写了以医者仁心护佑生命、增进人类健康的动人篇章，被卢

旺达人民视为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
“一朝为医生，终身铸医魂。”赛音贺希格，蒙古族，中共党员，

1950年出生于乌审旗。1975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医疗系，同
年就职于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他热爱医院、热爱

医疗事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一丝不苟，把一生献给了医
疗卫生事业。2003年因公殉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留

在了卢旺达那片他为之奋斗、奉献的热土上。

心存希冀筑梦而行

生活给他以苦难，他却报之以歌。
赛音贺希格出生于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巴音敖包嘎查一户贫苦牧民家。对于赛

音贺希格来说，生活的苦远不如和父母分离的痛，在他1岁时，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在外打工时意外去世，正怀孕的母亲因过度悲伤思念，一直情绪不好，在生弟弟的时候
大出血也离开了他。幼小的他，接连失去父亲母亲，成为一名孤儿，此后一直由姥爷抚
养长大。那时，是艰苦的年代，姥爷家也不例外，赛音贺希格和姨姨舅舅们一起长大，
穿补丁衣服、破洞鞋子，因为长得快，鞋子很快就穿着小了，小了也得凑合着穿，于是大
拇脚趾就把鞋子顶出了窟窿，大拇脚趾头经常是在外边，直到上大学时他也常常穿着
补丁衣服。

没有一朵花，从开始就是一朵花。生活坎坷，但他并没有放弃爱与希望，依旧阳光
快乐地成长着。也因从小历经磨难和困境，让他在生活中坚强，从而滋养了更好的他。

如果说，人总有那么几个影响一生的转折，那么，1970年，便是赛音贺希格人生转
折的一年。这一年，推荐优秀工农兵上大学，各方面表现突出的赛音贺希格被推荐到
内蒙古医学院医疗系学习，也由此铺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那时候，能被推荐上大学是赛音贺希格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一件事。因此，他格外
珍惜在内蒙古医学院的学习。作为一名牧民的孩子、一个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讲
蒙古语的赛音贺希格，在学习中遇到了语言阻碍等诸多困难，和他一起学习的蒙古族
同学中途都转去了蒙医系，唯独赛音贺希格克服重重困难留在了医疗系，在这个专业
精心钻研，取得优异成绩，并于1975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分配到内蒙
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继续开展相关教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医学事业振
兴发展而执着前行。他的专业定向是妇科肿瘤，经过多年努力，他成为一名业务骨干，
也正是因为业务精湛，又成为中国援外医疗队成员，踏上援外医疗任务的征程。

““虹桥虹桥””卧波眼中秋卧波眼中秋

用文字写你的温柔
□纪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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