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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起起参参加加那那么么多多义义诊诊
你你还还欠欠我我一一场场婚婚礼礼””
赵庆收未婚妻：看上他就是因为他抱负远大爱帮助人

40多岁的时候，赵庆收还是光棍
一条。他出生在泰安东平，马家庄村民
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父亲就不在了，
是母亲拉扯哥儿俩长大的，家里条件
很不好。”

针灸的过程中，与赵庆收聊天，村
民赵女士才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没
结婚，就是因为想先把事业弄好，他很
痴迷于针灸，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很穷，
励志要混出一番名堂吧。”

赵庆收家里是世代中医，他很小
就确立了成为一名中医的梦想。1985

年，他考上了泰安中医学院后，门门功
课都很优秀。毕业后，一直从事着中医
这一行当。

之后，他遇到了张菊梅，俩人在工
作和志向上一拍即合，相互支持。赵庆
收干了这么多年中医，看过的病人自
己都数不清了。因为看病，他与许多人
成了朋友。“他给很多人免费看病，人
们也都义务帮他。”

张菊梅说，他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名声在周边也越来越响亮，“他自己很
高兴。”村里的人也普遍反映赵庆收的
技艺高超。8日下午，有一位患有脊髓
灰质炎的病者前来看望慰问，“针灸了
一个多月，小腿渐渐有了肌肉，以前没
有肌肉，连站都困难。”

事发之前，赵庆收有了收徒弟的
想法。“他还让我们给他找找，有好的
苗子推荐给他。”赵庆收的一位朋友
说。“他想把自己的医术和针灸传下
去，结果这个心愿也没有完成就走
了。”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未了心愿

本想收个徒弟

传授针灸医术

结婚的钱救灾

婚礼也推迟了

事发之前，赵庆收的爱人张菊梅
无时不盼着十月一日早点来临，这将
是两人大喜的日子。这个决定是俩人
于今年“五一”时定下的。“十一”是国
庆节，他们想在祖国庆生的日子喜喜
庆庆地办场婚礼。“当时他还说没钱
办，我说我给你出资，你俩把婚结
了。”赵庆收的朋友说。

赵庆收却没有等到这一天。8
日下午5时，在省城市中区党杨路
马家庄的诊所，推开木制的小门，屋
里有些昏暗，张菊梅正坐在床上，她
痛苦地说：“回到这个屋子，满脑子
全是他。”

他们是因为一次看病相识的。
2012年，张菊梅患病，通过朋友得知
赵庆收医术高明，于是就来到赵庆收
店里看病。当时，赵庆收的店还在大
明湖附近。两人见面后，边治病边聊
天渐渐熟悉起来。“后来，我参加了他
的几次义诊，当时就觉得他特别善
良，品德高尚，人可靠。”

“起初，我对他更多是怀着一种
崇拜的心情。”张菊梅说，她和赵庆收
相差4岁左右，俩人又都是从医的，
在后来多次共同出去义诊后，确立了
恋爱关系。

在村里人看来，两人年龄都不
小了，“他们特别恩爱，经常腻在一
起。”张菊梅常和村里人一起跳舞，
有时候跳完舞她还不走，村民就开
玩笑说：“是在等老赵牵手回家吧。”
因为这个，不少人以为他俩是夫妻，
而张菊梅告诉记者：“其实我们还没
有领证。”

2013年，两人相爱一年多关系更
加亲密，打算着当年“五一”把婚礼办
了。而那一年的4月20日，雅安发生7
级地震，赵庆收把自己打算去救灾的
想法告诉了张菊梅。“推迟婚礼，把结
婚的钱都用来救灾了。”俩人把店面
也关了，前往雅安救灾。

“当初，我看上他就是因为他抱
负远大，爱帮助人，我完全支持他。”
两人走过的四年时间里，一起经历了
太多的义诊，婚礼却一直没有办成。

“他想弘扬中国的医术，一直忙这个
事业。”

9月6日，赵庆收病情严重，张菊
梅哭着再三请求护士，才得以留在爱
人身边，陪他度过整整一夜。赵庆收
强忍着痛苦，含泪对张菊梅说：“我舍
不得你。”

8日，赵庆收离开的消息在省城的党杨路马家庄传开，邻里们悲痛伤心。“他人真不
错。”“好人咋这么不长命？”这是村里人得知赵庆收离世的消息后第一反应。令人唏嘘的
是，至今他家里无力交付之前的医疗费，后事也暂时没法进行。爱人张菊梅说：“本打算
十一结婚的，眼看着日期就快到了，他却留下我一个人，走了。”

衣服没有一件

超过二十块钱

在赵庆收的诊所，一间不大的
房间摆着三张床用来看病，里边挂
满锦旗。旁边一间小屋就是赵庆收
和张菊梅的住所。里边的家具家电
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台老式
电视机。墙上挂满了书画，都是赵庆
收自己创作的。

张菊梅翻出了他的衣物。“一看
这些，就都是从地摊上买来的。”他
的朋友看了后感叹。张菊梅说：“这
些衣服没有一件超过二十块钱的。”
一些衣服上还有补丁。“都穿了很多
年了。”

两人的日常起居都在诊所里。
想起自己平时的饮食，张菊梅鼻子
一酸，又哭了起来。“他太舍不得吃
了，顿顿都是最普通的菜，有一次我
要买点牛肉，他都不让我买。”然而，
赵庆收对待朋友和病人，却一点也
不吝啬。他曾经的多位病人告诉记
者，“他这里中午免费提供饭菜，跟
他一起吃。”张菊梅透露，“他说人家
都是大老远跑来的，吃饭不方便，干
脆就一起吃吧。”

9月7日上午，在赵庆收临去之
前，张菊梅回忆说：“他交代事情的
时候特别嘱咐我，这个病人的病还
得看一个疗程，那个病人的病还需
要针灸俩月……”

8日下午，张菊梅平复了一下心
情说：“老赵人虽然走了，他的精神我
要继承下去。”张菊梅下了很大的决
心和勇气，“以后有了灾害，我还要去
义务救援。”

在回去的路上，赵庆收不爱说话
的弟弟赵庆银打破沉默，用低沉的声
音说，“我也会继承他的精神。以后我
还会当志愿者服务灾区。”

“啊？没抢救过来？真是好人命短
啊……”在市中区马家庄，村里的人几乎
都知道赵大夫，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人们
惊愕、惋惜。在村子里，有许多人都在他
这里瞧过病。

赵庆收的邻居张玉成说，赵庆收虽
然来这里没两年，但是人特别好，人缘也
很好。“别人家我不知道，我孩子在工地
干活，腰疼，就是他给针灸好的，当时没
有收一分钱。”

在不远处居住的刘女士也曾在他那
里看过病。2013年，刘女士的手腕处和脚

“行动特别不灵活，使很大的劲都动不
了。”而刘女士的家庭条件又不是很好，
加上孩子还有病，“赵大夫了解到我家的
情况，给我免费针灸。”

“他这个人爱笑，也爱跟人聊天，中
午他看我行动也不方便，就留我在他那
里吃饭。”刘女士说，针灸了几天后，她觉
得手脚灵活了，就没有再去。“他不收钱，
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去。”

村里几名曾经在赵庆收那里看过病
的村民聚在记者身边，“他那天摔下来的
时候，我刚好买菜经过，他这么好一个
人，我一夜都替他疼得慌，没睡好觉。”

看到赵大夫摔伤，村民心疼得一夜没睡好

偿还医疗费困难，后事暂时无法办理

张菊梅到现在仍清晰地记着当初赵
庆收谈起的梦想，“他要发扬中医，站上世
界的舞台，他要帮助救助更多的人。”他的
弟弟也谈起他当初来济南，就是怀着能给
更多人看病的愿望。“他看的病大都是一
些疑难杂症。”

这些梦想随着人的离去也破碎了，张
菊梅还要面临最现实的问题，医药费如何
解决。在前期的治疗中，仅外科手术就花

去了近十万元钱，而这其中，“从同事那里
借了五万元，医院一天下来又开了三万八
千多元的单子，不知道还得需要支付多少
费用。”现在，因为拿不出这些钱，“他的后
事暂时还办不了。”

“实在不行就再跟别人借一借吧。”目
前，张菊梅在一家民办学校教学，工资
2000多元，“交完保险等费用，拿到手的有
800多元钱。”

本报记者 时培磊

张菊梅收拾赵庆收的遗物，很多衣服上都有补丁。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赵庆收的诊所位于省城党杨路马家
庄。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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