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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总统那些事》

前言

　　我是因为在河北省卫生厅负责援外医疗工作，才和李计留相识，也是因为援非医疗队，李计留的
人生才变得跌宕起伏，才被更多的人所知。　　我国是1963年4月6日首次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
四十五年来，中国已向四十七个非洲国家和地区派出1。6万名医生，救助非洲患者2。4亿人次。在那
些遥远的国度，有的国家是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缺医少药，艾滋病、疟疾横行。援非医生约有三分之
二得过疟疾，最多的一个得过九次。　　在祖国他们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大夫，但他们走出国门后
，代表的是国家形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张靓丽的名片。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在非洲不仅治愈了
大量常见病、多发病，还成功地进行了心脏、肿瘤摘除、断肢再植等难度较大的手术，使得数以万计
的生命摆脱了死亡的纠缠。非洲很多国家曾经受西方长期的殖民统治，对西医相对熟悉，但中国医生
将神秘的针灸、推拿等中国传统医术，以及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带到那里治愈了不少疑难重症，使
得另一种&ldquo;中国功夫&rdquo;在受援国广受赞誉。　　河北省接受国家任务，向刚果（金）派出
医疗队，则始于1973年。1973 年1月10日，当时的扎伊尔共和国〔现刚果（金）〕总统蒙博托来华访问
，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向该国派出医疗队。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部署，当年我省就开始承担援非
医疗任务，向扎伊尔派遣了第一支医疗队。20世纪80 年代初，扎伊尔有人口2900万，但全国仅有医
生1456人；其医疗条件可想而知。中国医疗队的到来可谓雪中送炭。 997年，由于扎伊尔发生战乱，
我省医疗队根据国内命令从该国撤出。至此二十四年间，河北省共向扎伊尔派遣援外医疗队十二批，
派出人员368人，诊治患者三百多万人次，实施手术五万多例，为受援国培养医务人员一千二百余名。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八十多名我省援非医疗队员获得受援国颁发的总统勋章、骑士勋章和军官勋章，
或被授予&ldquo;荣誉市民&rdquo;称号。我省援扎伊尔医疗队队员李敏大姐、翻译康登楷同志甚至献
出了宝贵生命，如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一般，埋骨异国他乡。　　刚果（金）国土面积234。5万
平方公里，位于非洲中西部，赤道横贯其北部。先前的扎伊尔共和国，后来的刚果（金），其政局一
直动荡。自蒙博托执政以来，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0年蒙博托总统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
，取消人民革命运动的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1997年，反政府武装攻占金沙萨，蒙博托宣布放弃
权力，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始流亡生活。1997年5月17日，洛朗&middot;卡比拉领导的刚果解放
民主力量同盟的武装部队攻占金沙萨，宣布就任总统，并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1998 年8月，刚
果政府在遣返卢旺达军队一事上引发了一场武装冲突，并迅速演化为区域性战争，刚果（金）再次陷
入政治混乱、经济恶化和社会动荡之中。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各方代表签订了卢萨卡和平协议
和停火协议。2001年1月，卡比拉遇刺身亡，其子约瑟夫&middot;卡比拉上任后，执行和平外交政策，
主张和平解决国内矛盾，刚果（金）局势趋于稳定。　　2006年10月18日，卫生部发言人在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六部委联合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早在当年6月，我
省援助刚果（金）医疗队先遣组再次抵达金沙萨，其任务是为医疗队做好住房、饮食、交通等方面的
准备。　　刚果（金）的民间艺术可谓精美绝伦，其铜雕和木雕以及古朴雅致的面具巫物等，都堪称
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但采矿业占经济主要地位的刚果（金），加工业不发达，农业落后，粮食不
能自给，系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0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为55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仅99美元，国民经济增长率一14。3％。受多年战乱影响，医疗卫生系统濒临瘫痪，卫生状况急
剧恶化。2001年统计显示，婴儿死亡率达17％， 15岁至49岁人群艾滋病感染率达14。45％，大量的人
口营养不良，人均寿命仅41。8岁。而李计留医生援非时期，人均寿命才37岁。　　1989年至1991年，
作为河北省援助扎伊尔医疗队队员，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科按摩保健医生李计留首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他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使命&mdash;&mdash;为总统蒙博托作保健医生。回国六年以后，1998年他再次
前往刚果（金）。两次刚果（金）行医过程中，李计留曾先后为三位该国总统：蒙博托、洛
朗&middot;卡比拉及约瑟夫&middot;卡比拉作过保健医生。他的特殊经历，因其在扎伊尔撒播下的中
扎友谊之火，《人民日报》、新华社金沙萨分社、《南方周末》《河北日报》《广州日报》《燕赵都
市报》《河北青年报》《生活早报》和《知音》《乡音》等报刊均对他有过报道。燕赵都市报首席记
者负冬鸣撰写的特稿《与蒙博托朝夕相处的日子》，还曾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　　李计留医生两度
获得&ldquo;扎伊尔共和国国家骑士勋章&rdquo;，蒙博托总统为他亲笔题词并与他单独合影；他曾为
蒙博托总统作过中餐&ldquo;御厨&rdquo;，还接受蒙博托邀请，陪同总统阅兵。甚至端坐在第四十四
届联合国大会扎伊尔代表团席位上。　　通过李计留医生的回忆，读者不仅可以跟随蒙博托总统走遍
扎伊尔，跟随总统周游世界，还可以近距离观察总统的衣食住行，也可以目睹洛朗 &middot;卡比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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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总统那些事》

统被刺的惊人一幕；更能感受到非洲人民以及政要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每每浏览新闻，李计
留都会特别关注刚果（金）的报道，那里已经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应该说，李计留是个有心
人。他在与记者交往过程中，遂暗生以朴拙、通俗的文字，讲述自己在非洲当医生经历的念头，
而2008年，恰好是河北省援助非洲医疗队成立35周年。近日，李计留医生将其难以忘怀的援非经历写
成了《我和总统那些事&mdash;&mdash;一个援非总统保健医生手记》一书，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应该说是为这一庆祝活动增添了一道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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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与总统那些事》内容简介：1989年至1991年，作为河北省援助扎伊尔医疗队队员，河北省人民医
院康复科按摩保健医生李计留首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他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使命——为总统蒙博托作保
健医生。回国六年以后，1998年他再次前往刚果(金)。两次刚果(金)行医过程中，李计留曾先后为三位
该国总统：蒙博托、洛朗·卡比拉及约瑟夫·卡比拉作过保健医生。他的特殊经历，因其在扎伊尔撒
播下的中扎友谊之火，《人民日报》、新华社金沙萨分社、《南方周末》《河北日报》《广州日报》
《燕赵都市报》《河北青年报》《生活早报》和《知音》《乡音》等报刊均对他有过报道。燕赵都市
报首席记者负冬鸣撰写的特稿《与蒙博托朝夕相处的日子》，还曾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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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总统那些事》

作者简介

　　李计留，生于1956年11月，河北正定人。1976年毕业分配至河北省人民医院针灸按摩科工作，后
转入本院康复科，大专学历。主治医师。从事针灸按摩三十佘年，潜心研究本专业所涉及的颈椎病、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等常见病和多发病，以及保健按摩对人体之功效，且手法独
特，有一定造诣。多次为中央和省部级首长作保健按摩，多次在省级和国家级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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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总统那些事》

章节摘录

　　蒙博托总统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活跃的外交家，国内国际事务繁多。他处理事务多是&ldquo;现
场办公&rdquo;，因而频繁的国内国际旅行对于总统来说显得非常平常。　　扎伊尔公路和铁路都比较
落后，总统在国内旅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飞机。二百公里内使用直升机，五百公里内使用小型飞机，
再远则是波音系列的飞机了。　　总统专机是一架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波音－707客机，在当时来说是
最先进的，据说很多国家元首都用这种机型作为专机，包括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的&ldquo;空军一
号&rdquo;也是这种机型。　　总统的波音－707专机内部舱室是经过改装的，主、副驾驶员都是高薪
聘请的白人，飞行技术绝对一流，其他人员包括空姐是扎伊尔本国人（据说都是总统的亲信）。　　
专机停靠的机场一般都有专机停机坪，前后两个登机口在总统及其随行人员登机时同时开启。前登机
口只供总统和夫人使用，后登机口供随行党政官员、一般工作人员、警卫服务人员使用。　　专机的
前舱设有总统办公室、卧室、盥洗室。　　办公室面向驾驶舱的一面摆有一张高大舒适的高靠背软椅
，椅前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子的另一面靠舷窗位置则摆放着八张沙发靠背椅，供总统会见客人时
使用。与总统&ldquo;宝座&rdquo;相对，桌子另一面也放着一张舒适的高靠背软椅，这张软椅除了夫
人使用外，还供总统专机上重要贵宾使用。　　办公室的隔壁即为总统卧室。床铺宽大柔软，远距离
飞行时总统和夫人一般都要在床上休息两三个小时。其中还包括我为总统做一个小时的按摩保健。　
　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做按摩，蒙博托总统恐怕是绝无仅有。　　办公室、卧室的后面有一道厚厚的
落地绒帘，掀开绒帘即是中舱。这里靠左右舷窗各摆放着十把沙发坐椅，前后之间距离较为宽松，坐
在这个舱位的多为政府高官、礼宾长、警卫长、通讯主任等，我与翻译的座位也在其中。总统随行人
员的座位一般是固定的，临时随行官员的座位则根据身份的不同，随时调整。我与翻译的座位则一直
未变动。　　穿过中舱也有一道厚厚的绒帘与后舱隔开。后舱的七十个座位，多是中下级警卫、厨师
服务人员乘坐。这里的座位排列比较紧凑，坐满成员后显得有些拥挤。　　后舱的后半部则为食品供
应间，保证机上近百名成员的餐饮。　　最后面为两个洗手间，供中、后舱人员使用。　　专机的起
降时间在国内由总统决定。国外则由扎伊尔外交部与被访国共同商议决定。专机在扎伊尔本国领空飞
行时，所起降的机场空域周围几十公里必须&ldquo;净空&rdquo;，也就是说，总统的专机准备起飞或
将要降落时，该机场不得再有其它任何飞机起降，以保证总统专机起降的绝对安全。出国访问时，专
机一接近被访问国家的领空时该国都会安排两架最先进的战斗机在总统专机的两侧护航，这也是一项
最高规格的外交礼仪。　　每次出访，一进入被访问国家的领空，我都习惯透过专机的舷窗欣赏战斗
机护航，非常壮观。　　专机在本国领空飞行时，从最西端的城市到最东端的城市一般飞行两个小时
，如从最南端飞向最北端城市则需三五个小时，这段时间总统一般是在机上办公室签阅有关文件或与
随机的政府有关人员谈话，没一刻闲空休息。　　远距离飞行时就不一样了，如从金沙萨飞往法国首
都巴黎，空中时间需要九个小时，这样长的飞行时间，任何乘客都会感到疲劳乏味，总统也一样。这
时的总统就会想到我，想到按摩，想到通过按摩来消除这种疲劳。　　记得有一次出访欧洲，飞离金
沙萨三四个小时后，总统就通过专机空姐招呼我了。当时专机将接近世界最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南端
上空。由于气流的原因，每次穿越大沙漠上空时专机都有些颠簸晃动，坐着都会感到不适，总统这时
就需要在卧室的床上休息会儿了。　　空姐把我引领到总统卧室门口说：&ldquo;大夫您敲门进去吧，
总统在等您。&rdquo;说完空姐到前舱服务去了。因为总统在卧室时，空姐是不能进入卧室的。我敲门
经总统允许后，推开舱门，只见总统已俯卧在床，翻阅着床头柜上的文件。见我进来，抬头说
：&ldquo;大夫，我累了，做会儿按摩，睡一小会儿。&rdquo;我答道：&ldquo;好！总统，现在开始吧
。&rdquo;总统放下手中的文件，摘掉眼镜，摆正了身体位置，说了一句：&ldquo;我们开始。&rdquo;
在万米高空专机上做按摩，这是我从事这个专业以来的第一次，虽说在以后的多次出访中又做过不少
次，但这第一次使我终生难忘。　　手法一开始就找不到&ldquo;感觉&rdquo;，原因是气流使飞机上
下波动，宽大柔软的床也随之起浮。如手法向下&ldquo;压&rdquo;，总统的身体随着飞机下降也向下
沉；&ldquo;压&rdquo;不到位，用推揉法时，如赶上飞机此刻上升，又会用力过重，使总统感到不适
。这种起伏升降的颠簸也使我身体晃动，站立不稳，对手法实施造成一定影响，效果也大打折扣。这
种状态持续了二十分钟，还好，这时的总统已经入睡了，不知道感觉没感觉到我的手法与陆地上有什
么两样。　　我赶紧调整好我的姿势，双腿尽可能叉开，身体尽可能稳住，随时变换手法，尽力使手
法的操作状态与自己的身体形态、飞机的航行状况三者保持一致，融为一体；即机动、床动、我亦动
；机稳、床稳、我亦稳，真正做到&ldquo;随机应变&rdquo;。就这样反复变换手法操作，我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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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一个时段的按摩保健。　　等我做完了一个小时的按摩，飞机也即将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
前面是地中海空域。　　总统还在睡着，我关好舱门，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尽情欣赏着海天一色的
美景&hellip;&hellip;专机上的餐饮配制一般为三个层次，即前舱总统与夫人的膳食为一个档次，每餐近
七八个品种的菜肴和三四个品种的主食。中舱的随机政府官员和我们是一个档次，约五六个品种（包
括主食），后舱的警卫及服务人员为一个档次，三个品种。葡萄酒、香槟酒、啤酒、饮料等只供总统
与中舱人员，后舱人员只提供饮料和矿泉水。因为他们是警卫人们，都随身携带着武器。　　餐饮的
供应时间一般在本国飞行因航程较短，只提供一次。出国访问时，航程超过五个小时以上者提供两次
膳食。　　膳食的品种搭配除了地道的西餐外，有时还有一两个本国经常食用的品种，搭配得很合理
，也很合口味。　　专机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一般都是定期飞往欧洲的法国或比利时来进行，这样就更
加有效地保障了专机的安全系数。　　在总统专机赴欧洲保养维护这段时间内如总统旅行需要，则调
用另一架小型的喷气式客机来临时充当专机使用，这架小型客机只有十几个座位，除总统和夫人外，
只有少数警卫军官和礼宾官随机行动，其他随员只能改乘临时调来的客机或运输机或提前或随后到达
总统所到的目的地。当然，这样的旅行只能在扎伊尔本国的短距离飞行时进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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