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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物6

于翠平：学习改变命运
文·摄影/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刘 惠

9月18日，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见到于翠平时，她
的中医诊所里正有4位患
者。于翠平正给一位患者把
脉，开完药方后，她又拄着
双拐为患者取药。

这位从小身患小儿麻
痹症、架着双拐行走的女
子，有15本荣誉证书：自治
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三八红
旗手、内蒙古女状元、优秀
共产党员、自强模范……最
近，于翠平家庭又被自治区
妇联评为2019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最美家庭”标兵户。
身残志坚的于翠平今年59
岁，她始终都在坚持学习，

于翠平在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丰州路经营着一家
中医诊所，诊所的墙壁上挂
着一面面书写着“好医生”

“妙手回春”字样的锦旗，年
龄稍长的患者进门就喊她
翠平。诊所里，于翠平开好
中药药方，丈夫孙小生便张
罗着抓药、熬药。

于翠平出生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保合少乡的一个
中医世家，父亲、爷爷、祖爷

爷都是中医。6岁时，于翠平
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小学没
毕业，于翠平就只能拄着双
拐上学了。为了让于翠平完
成学业，家人轮流接送她上
学。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
子，上初中时，父亲便建议
我学医，我也很爱医学，便
决定学医。我的腿行动不
便，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看
书学习。高中三年时间，家
里的医学书我基本上都看
完了。”于翠平说，那时，村
里许多同龄人陆续都不上
学了，但她始终没有停止学
习。

命运的打击发生在
1977年。1977年，她参加高
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医
学院，但是，学校却因她身
体残疾未能录取她。立志从
医的她顿时失去了希望。其
后，她先后两次自杀，都被
家人或邻居发现，及时抢
救。

在随后的2年时间里，
于翠平一边跟上父亲在医
院学习，一边在家自学。

1979年，国家出台了残疾人
平等享有考试和录取权利
的政策，于翠平便重新参加
考试，终于被北京中西医专
修学院录取。完成学业后，
她回到了保合少乡，踏上了
从医之路。

1981年，于翠平和丈夫
孙小生结婚后嫁到了保合
少庄子村，于翠平成了庄子
村的村医。那时，村民们习

惯请医生到家里看病，于翠
平行动不方便但医术好，周
边村子的村民们便骑着自
行车接上她到家里看病。于
翠平名气越来越大。1984
年，在呼和浩特市各级残
联、妇联的帮助下，于翠平
在庄子村盖起了第一家诊
所。

1996年，于翠平的哥哥
弟弟陆续都搬到呼和浩特

市区生活，她也准备到呼和
浩特市开诊所。但是，村民
的挽留和她对村子的感情，
又让她在村里多待了一年。
当时，村民看病习惯赊账，
尤其是一些困难村民。在于
翠平近18年的村医生涯中，
村民赊下了于翠平4万多元
的医药费。于翠平在离开村
子时烧掉了账本。

于翠平无私为村民看
病，赢得了村民的赞誉。

在于翠平的诊所里，摆
放着很多医学书籍，她一有
时间便坐下看书学习。她
说，时代在变化，过去的医
学知识已远远不够，只有不
断学习，才能紧跟时代。

于翠平的诊所分为上
下两层，一层看病抓药，二
层做饭、休息。“你拄着双拐
怎么上下楼？”回答记者问
题时，于翠平突然哽咽了：

“全靠他照顾我，我上楼的
时候，他就在我后面，下楼
的时候，他就在我前面，就
怕我摔下楼。”

于翠平口中的“他”就
是丈夫孙小生。孙小生今年

68岁，左眼残疾。两人婚后
一直相互照顾，非常恩爱。
在于翠平的带动下，孙小生
也一直坚持学习，参加各种
培训。孙小生在40岁的时
候，考上了药剂师，在诊所
里抓药、熬药。

在诊所里，还放着一台
轮椅。需要出门时，孙小生
便用轮椅带她走。“他就是
我的腿。”于翠平谈起现在
的幸福生活时说，丈夫为她
做的太多太多，她的双腿行
动不便，家务活基本上都干
不了，两人结婚38年来，做
饭、洗衣、扫地、拖地基本上
都是丈夫在做，在诊所里，
她上楼不方便，丈夫就把饭
做好后，端下来给她吃。最
难得的是，于翠平81岁的老
母亲和他们夫妻一起生活
了16年，而丈夫始终用心照
顾。

“医生这个职业，就像
大海一样没底，学无止境。”
谈起未来的规划，于翠平
说，他们深知患者的痛苦，
她和丈夫会始终坚持学
习，为病患减轻痛苦。

于翠平为患者号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