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只能坐四
个小时，他创办“全
国中小学免费答疑
网”

现在，范显良每天只能坐
4个小时，这是医生给出的极
限。

由于第五根颈椎粉碎性
骨折，造成了高位截瘫，他的
下肢及上肢和手指已完全丧
失了功能。

打字，这个在普通人看来
易如反掌的事情，对于范显良
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双手没有知觉，完全蜷曲
着，只能用萎缩的双手夹着才
能缓缓移动鼠标，只能借助右
手小拇指的关节在键盘上艰
难地打出一个个字符。

长时间的训练后，现在一
分钟也仅能打十几个字。

电脑上，密密麻麻都是他
编写的程序。

2008 年，范显良创办了
“全国中小学免费答疑网”，号
召全国各地的老师在网上免
费为中小学生答疑解惑。

他把能利用的时间都花
在了这件事情上，相关的网页
和论坛被他浏览了个遍。由
于长时间坐在床上，臀部长出
了褥疮，发现的时候，伤口已
经感染。

他说：“人活着，总要过得
有意义一些，能建成这个网
站，为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
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范显良的工作室是个墙
壁斑驳、有些地方的水泥已经
脱落的小屋。

他坐在一个 1米多宽的
小床上，破旧的椅子顶着后
背，双手放在面前已经磨损的
小木板上，萎缩的指头蜷曲
着，笑容如初春的一抹阳光。

门口池塘边的一棵老柳
树，裸露的树根烂掉了，树干
也已中空，却冒出了嫩绿的新
芽。

又一个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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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尽早坐起来,至少能为乡亲们修理家电”
从屋顶摔下来后，范显良保住了性命，但四肢却失去了知觉。
大夫说，你要做好长期坐轮椅的心理准备。
范显良说，那时候，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梦到贫困却快乐的童年，梦到

辛苦却充实的大学生活……但让他最高兴的梦却是自杀。
“爹妈怎么办？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哪里有钱给我看病啊，也许只有死才是最好的办法。”
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沉重的打击让母亲原本单薄的身子更加消瘦。
但他的病情实在是太严重了！四肢的感觉、反射完全消失，全身不能动弹。北京301医院给他

做了颅骨牵引，在他头顶上钻了两个洞，用一个18斤重的秤砣向下坠着，希望能够恢复他的脊柱序
列，稳定脊柱。

1996年2月，范显良主动要求出院，希望能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郑州大学和当地政府协调，将他关系转到了罗山县残联。
住院期间，有人问他：你好了后最想干什么？他说，“我一定要让我的手尽快恢复功能，只要我

能坐起来,至少将来还可以为乡亲们修理家电啊！”
从出院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大学里学习的计算机专业重新拾了起来。

当时，计算机还是个新鲜东西，范显良坐着轮
椅，转遍了罗山大大小小的书店。

上大学的时候，范显良是班里的“电影专家”，收
集的电影资料足足有四大本，1000多页。后来有了
电脑，连上了网络，看电影方便了，他却舍弃了这个
爱好。

“看电影费时间，现在时间对我太宝贵了。”范显
良说。

他每天都要把这仅有的四个小时用在学习更多
的知识上。每天早饭后，他打开电脑，看新闻、看书、
下载资料、编程序······以前的那台电脑，60G的硬
盘里光编程资料就下载了30G。

从dos1.0到dos6.2，从windows 95到windows 7，
他从未停下学习新知识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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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后，他进入“独家责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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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显良，河南省罗山县高店乡范湾村人，郑州大学1987级计算机专业学生。1990
年1月24日，在帮助村里五保户修葺漏雨房屋时，从屋顶摔下，高位截瘫。

1990年4月19日，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郑州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闪光的
足迹》为题报道了范显良的感人事迹，中原大地掀起了学习他英雄事迹的热潮，他被称
作“雷锋式的大学生”。

21年后，每天只能在轮椅上坐4个小时，仅能用萎缩的右手小拇指关节敲击键盘的
他，创办了“全国中小学免费答疑网”，免费为全国的中小学生答疑解惑，人们称他为

“中原张海迪”。 晚报记者 石大东 张锡磊
特约记者 张威 崔维维 丁志华 /文 丁志华/图

21年前，他为帮助五保户修葺
房屋摔成高位截瘫

1990年春节前夕，临近寒假。郑州大学大三学生
范显良与其他同学一样，提早购买了车票，收拾好行
囊，准备回家过年。

一天，在郑州打工的两个老乡来学校找他，他们
的钱包不小心丢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范显良二话没说，把自己的车票和兜里仅有的一
点钱给了他们。

送走老乡后，范显良却犯起了愁，自己如何回家？
无奈之下，他顶着严寒满大街找工作，三四天后，

在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洗刷盘子的临时工。
等到范显良挣足了路费回到家时，已经是农历腊

月二十八。
刚落脚的他，没和家人说上几句话，又出门了。
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阳历，1990年1月24日。
天气阴冷，大风呼啸，一场大雪马上就要降临。
在上小学的时候，范显良就和几位同学成立了

“学雷锋”小组，一直坚持到上大学，每次回家后第一
件事，就是帮村里的五保户劈柴挑水打扫院落。

那天，范显良习惯性地走进五保户罗友珍大妈的
家。

“二妈，你屋子漏雨啊？”
“是哩，快过年了，村上没找到人修啊！”
“天快下雪了，我帮您搞搞吧！”
范显良说着，便爬上了房顶，不一会儿，房顶的漏

洞就修好了。
他一抬头，看见一株泡桐伸过来的树枝划着房

瓦，“都是这个树枝搞的。”他一边和罗大妈说着话，一
边伸手去折树枝。

危险瞬间发生。
范显良从房顶上倒栽了下来。
他摔伤了！他昏迷了！
从此，他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从苦难家庭中走出的范显良有
着一颗助人为乐的心

21年后，信阳市罗山县高店乡范湾村，范显良的
老家。

村里人说，范显良是1987年考入郑州大学的，所
学的专业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计算机，是村里第一个
大学生。

12岁那年，他的父亲离开人世，留下了他和 4个
年幼的弟弟。没钱办丧事，乡亲们兑钱、兑米，父亲才
得以下葬。

父亲去世，家里生活更加捉襟见肘。在当时村支
书的帮助下，憨厚、淳朴的继父走进这个家庭，承担起
了“家长”的重任。有一次，为了给显良筹集学费，省
吃俭用的继父在卖完粮食后，没舍得买一个馒头、喝
一碗凉茶，晕倒在了回家的路上。

在那个物质匮乏、经济困苦的年代，范显良在乡
邻的关爱中长大，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美德也在他的
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老班主任周世田回忆说，范喜良从小很少穿袜
子，小学五年级的冬天，依旧在大雪天光着脚丫子，两
只小脚冻得像红萝卜。他让老伴给范显良缝了一双
棉袜子，可两天后，看见他还是光着脚丫。

后来，周老师在一个低年级同学的脚上见到了这
双棉袜。

高考前把自己精选的试题毫无保留地给同学传
看，在考上大学后，舍不得花钱添加新衣服，却给每一位
补习的中学同学寄去一本本价格不菲的复习资料……

体育五项达标测验，同班的张永正铅球怎么也过
不了关，便心灰意懒，范显良悄悄地对他说：“我有一
个铅球，练练说不定能过关。”从此，课外活动，范显良
总是早早地用自己的学生证前去借来铅球，再去拉着
张永正锻炼，一个多月过去了，张永正的铅球终于达
标了。 范显良正在维护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