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第一名」
內地首家涉外醫療中心；內地第一個獲中央軍委授予榮譽稱號的
醫療科室；內地第一個獲國家主席親筆題詞嘉勉的醫療科室；內
地第一個建立「榮譽室」的醫療科室

技術力量
南方醫院300多名教授為惠僑樓患者保駕護航，各科室主任、知
名教授直接參與惠僑樓的查房、會診和手術

設備力量
擁有華南地區首家PET-CT中心、世界最先進的雙源CT、磁共振
成像儀等價值5億多元人民幣的醫療設備，惠僑醫療中心均享有
優先使用的「特權」

人員配置
醫護人員須懂一門外語，挑選臨床能力強的高年資主治醫師以上的
專家和優秀護士工作，並適當減少其教學、科研任務，以突出臨床
為主；其他工作人員按五星級酒店員工的標準進行挑選、培訓

綜合保障
環境園林化、病房賓館化，提供保健、治療、飲食、交通、旅
遊、商務、通訊、銀行、代辦簽證等全方位一條龍服務。尤其是
擁有全球保險網絡，保險公司賠保直付超30家

醫療服務「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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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華表上的對聯是惠僑樓醫護人員的必修課讀懂華表上的對聯是惠僑樓醫護人員的必修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惠僑樓的專家團隊為患者看診惠僑樓的專家團隊為患者看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惠僑樓新大樓將提供更舒惠僑樓新大樓將提供更舒
適的就醫環境適的就醫環境。。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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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初應運而生的惠僑樓，最
早是從20張「港澳華僑病床」開始自己
的涉外醫療服務的。當時，接診的第一
位患者便是香港同胞。而讓惠僑樓涉外
醫療服務在東南亞地區聲名鵲起，更離
不開當時香港愛國華僑的力量。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不少香港的
愛國華僑就開始積極充當內地與海外醫療
服務的橋樑。在惠僑樓創辦的最初十多年
間，一名來自香港的何女士一直利用自己
的資源和渠道，向東南亞華僑介紹惠僑樓
的特色醫療服務，同時也積極幫助海外華
僑經過香港到廣州就診治療。

德藝雙馨救病患
在許多醫務工作者的記憶中，不少來

自香港的疑難雜症患者，也在這裡被治

癒，為穗港兩地的人緣相親書寫了很多
實實在在的內容。

惠僑樓副主任吳漫萍到崗後的第一個
元宵節，讓她至今記憶猶新。

據她回憶，1993年元宵節晚上，一個
香港病人消化道大出血，當時的科室主
任楊利生組織大家進行緊急搶救。手術
結束已經是半夜，餐廳送來了為大家準
備的元宵。

一碗元宵楊利生不到一分鐘就進了肚
子裡，還連聲讚歎，太好吃了。當一起
參加搶救的韋少娟主任問他：「元宵這
麼好吃，是什麼餡的？」 楊利生愣住
了，反問道：「有餡嗎？」

屢克難症美名傳
另一個難忘的回憶則是，10多年前，

有一個來自香港工業學院的學生叫做林
康毅，12歲時患了罕見的副神經節瘤，
並侵犯胸段脊髓，造成截癱，曾先後在
香港 3 家醫院接受 4 次手術，都未能成
功。後來此處就醫，當時惠僑樓先後5次
組織骨科、胸科、神經外科、麻醉科、
介入治療科等10個科室近30名專家教授
集體為他會診，一步一步排除險情，最
終成功手術。3個月後，林康毅甩掉了輪
椅，開心走進了大學校門。

吳漫萍說，在自己的記憶裡，惠僑樓和
香港的交往從未間斷，類似這樣的深夜急
救，抑或是全體醫護人員齊心攻克疑難雜
症，為病人成功手術的例子，不勝枚舉。
此外，惠僑樓還利用傳統節假日，在深圳
羅湖口岸免費為回內地探親訪友的香港民
眾義診二十多年，未曾間斷。

在惠僑樓工作37年的總護士長朱碧麗，一直秉持着
惠僑樓最早期的行事作風。在她看來， 初建的涉外醫
療惠僑樓，是軍中的一個特區，嚴格的管理為這裡輸送
了一種嚴謹、敬業、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風。

「每一位管理者與每一位醫護人員包括餐廳服務人員，都恪守軍隊
的紀律，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隨叫隨到。」自帶這種工作使命的朱
碧麗直言，即使快到退休的年紀，但在崗一日，自己還是可以隨時飛
步上下樓梯為患者服務，這樣的態度從未鬆懈過。

早期接待服務的患者很多來自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的病人尤其
多，為了給這些遠道而來的患者一種舒適的就醫氛圍。朱碧麗記得，
惠僑樓上下一起舉辦聖誕晚會，患者為醫護人員化妝。診療過程中大
家相處得像朋友，許多患者經常會送些禮物來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

一年拒收紅包逾20萬元
「港幣、金項鏈這些肯定不能收，小卡片、當地紡織品會酌情留

下。」朱碧麗說，惠僑樓有自己的「十要八不准」管理制度，這種作
風嚴謹的傳統就是從當初那個物質最匱乏的年代流傳下來。如今，給
醫護人員塞紅包的現象屢屢發生，引起不少社會話題。朱碧麗說，惠
僑樓在處理如何拒收紅包的問題上，一直有自己的妙招。

「在發現患者塞了紅包後，為了打消他們的疑慮，護士有時候就先
把紅包接過來，然後交給醫院。等到病人出院前，醫院就把紅包以押
金的形式打回到病人的賬戶。」據悉，早期的惠僑樓醫護人員就通過
這種形式，有時候一年拒收紅包金額高達20餘萬元人民幣。

 �

,(

涉
外
醫
療
先
行
者

20
床
位
草
創

40
載
診
患
逾
13
萬

醫
患
情
深
惠
僑
樓
惠僑樓與香港往事

患者塞紅包怎麼辦？

在南方醫院惠僑醫療中心一號樓前屹立
着一對華表，上寫有一副對聯—「崗接

麒麟子孫昌盛，園飄梅花百姓康強。」讀懂
這副對聯，是惠僑樓新晉醫護人員步入崗位的
第一堂課。而這對華表的捐贈者則是印尼華僑
黃景文，他是惠僑樓最早一批患者，如今他的名
字在惠僑樓全員皆知。
這份不斷被傳頌的「醫患情緣」可以追溯到

1980年。當時，正值壯年的黃景文事業如日中天，
可私下卻被便血疾病困擾。在東南亞多國醫院求
醫、診治，收到的都是患有結腸癌這一「死亡通知
書」。精神瀕臨崩潰的黃景文在朋友的建議下，前往
當時剛創辦不久的廣州南方醫院惠僑樓尋醫。
內地著名消化病專家周殿元教授醫療組經過認真檢
查，確認不是癌症，黃景文迎來「新生」的喜悅。後續的
治療中，不開刀就治好了原本需要動手術的難症更是讓他
喜出望外。這一段就醫經歷，讓黃景文從此認準了這裡，
開啟了他和惠僑樓近40年的「醫患情緣」。

在南方醫院惠僑醫療中心（又名惠僑樓）有一個

全員皆知的患者名字—印尼華僑黃景文。作為這

裡最早的一批海外患者，過去40年來，黃景文和

惠僑樓的「醫患情緣」，更像是一面旗幟，鼓勵每

一個醫護人員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發熱。

作為改革開放的早期產物，40年來，惠僑樓累

計接診了來自90多個國家的13萬多名患者，早

期更借助海外華僑的力量發展特色專科、奠定

不少醫學學科基礎。如今，面對粵港澳大灣

區國際醫療發展的新機遇，已是「不惑之

年」的惠僑樓再出發，信心滿滿地要在世

界版圖上再次譜寫特屬於自己的「醫

患情緣」，為當下的新型醫患關

係作註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借力華僑邁通途

■■印尼華僑黃景文印尼華僑黃景文（（左左22））和和
太太太太（（左左33））與惠僑樓醫護人與惠僑樓醫護人
員擁有近員擁有近4040年的友誼年的友誼。。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熱心病友贈醫械
「他每年都會來惠僑樓做一次保健、體檢，還帶動了不少身邊的親朋好
友前來保健、診療。」接待過黃景文的惠僑樓副主任吳漫萍清楚記得，在
當時醫療設備還比較稀缺的年代，黃景文熱心捐贈價值百萬港元的醫療儀器
幫助惠僑樓發展特色專科。
在惠僑樓工作30多年的楊利生教授感慨，類似黃景文這類患者的義舉不
勝枚舉。
例如，1990年，一名患者出於感激之情主動捐贈了50萬元人民幣支票，
楊利生後來利用這筆錢建立了惠僑樓的第一間腸胃鏡科室。

結下這些深厚的「醫患情緣」，離不開惠僑樓一直秉承的開辦初衷。
1979年在葉劍英元帥支持下成立的惠僑樓，被業內譽為中國改革開放路徑中

的涉外醫療先行者。從最初20張「港澳華僑病房」床位開始，惠僑樓便明確提
出借助華僑的力量打開涉外醫療的大門。
當年通訊、宣傳方式十分有限，廣交會、香港愛國華僑何女士代理部都是最直

接的「超級中介」，為惠僑樓走向東南亞多國，鋪設了順暢的渠道。據悉，到了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不少東南亞華僑時興來廣州醫療商旅三不誤。類似「腎友
會」、中醫針灸康復這些專科特色項目，都是組團前往。
「所有來廣州旅遊的華僑，可以在這住兩天做健康體檢。」吳漫萍對此仍然記憶
猶新，當年的惠僑樓就像是星級賓館一樣，前台直接預約就可辦理診療手續。病房
內配備電視機，餐廳設有自助餐，可以為患者和家屬提供免費餐飲。
這一切，如今看來很尋常。但放眼當年，彩電在內地尋常人家都是個稀罕物件，更
別說自助餐形式的醫院餐廳。而最讓吳漫萍津津樂道的則是，惠僑樓的核磁共振儀器
是當時亞洲醫療界的第一部設備。
早期惠僑樓只收取港幣，擁有了自己的外匯儲備，方便其購買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儀

器。而買來的核磁共振設備，不僅服務了患者，更為第一軍醫大學建立影像學奠定基礎。

立足灣區 服務世界
轉眼間，惠僑樓走過40載。惠僑樓主任吳京也成長在此，長期負責惠僑醫療中心國際醫療
服務事務。過去她參與了惠僑樓第二個20年的涉外醫療服務，見證了診療的外賓從東南亞為
主的多國不斷拓展到全球90多個國家的13萬多名患者。
吳京表示，惠僑樓多年來在華僑和涉外醫療服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1995年獲授為
「模範醫療惠僑科」。如今，廣東作為內地「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和粵港澳大灣區
戰略的前沿陣地，優質生活圈的建設離不開「國際高端醫療」的發展，但高端醫療
並不意味着是富人醫療。
年初，在惠僑醫療中心新年同樂晚會上，來自澳洲的Dom及其主管醫生的合唱場
景，感染了吳京和惠僑樓上上下下的醫護人員。
在中國生活10年的Dom，如今在廣州從事設計工作。去年，他身體不適，起初在其他地

方求醫被診斷為肺癌晚期，生命被告知只剩短短兩月。
後來，Dom前往惠僑樓問診時的情況非常不樂觀，嚴重咯血，不能走動。後續他很快被重
新診斷為腎癌IV期，在為期6周的診療過後，他又可以回歸正常生活。
現在重回工作崗位的Dom透露，主治醫生尤長宣會追蹤他的情況，且不時提醒他一些注
意事項。
「 有了這麼好的醫療服務，為我在廣州工作、生活創造了安心、放心的舒適環境。」

Dom的這番言語，讓吳京在開展國際醫療服務工作時更加信心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