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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范显良建全国中小学生免费答疑网梦想
范显良说，他现在只能用手指关节敲击键盘，每分钟也就是十几个字的速度。
他没有美工技术，花费了他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网站框架，随着电脑的崩溃，网站框架也被损毁殆尽。
范显良说，他不会放弃这个梦想。
我们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想替范显良征集懂美工和网络制作的志愿者，帮助他尽快建立并运行全国中

小学生免费答疑网，早日实现他的梦想。志愿者报名热线：0371-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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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原 最 纯 的 爷 们 儿 是
谁？网友说，他是范显良。网
友问候说：哥们儿，你是“坚强
帝”。在信阳罗山县一个普普
通通的农家小院里，有个哥们
儿叫范显良。21 年前，作为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帮助
五保户修缮房顶时摔伤致残，
21年后，高位截瘫的他又找到
了人生新的坐标：自学编程知
识，用僵硬的手指敲击键盘，
希望建起“全国中小学生免
费答疑网”。在范家，继父大
公无私的关爱，母亲以德报怨
善对邻居，接过儿子爱心的
接力棒……4月12日，郑州晚
报记者赶赴范显良的家中，探
访“坚强帝”背后的感人故事。
晚报记者 熊堰秋 王战龙 文/图

背米，改变农家少年的人生观
“听说你致残后，一直有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为社会做一些微薄的贡
献？”

面对记者的询问，范显良轻轻地摆动了一下双
臂，堵住了记者下面的问话。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但是，我现在这种情
况，生活都不能自理，还谈什么对他人的贡献呢？”

范显良说，他想讲个高中时代的往事，来阐述
自己想帮助他人的初衷。

“那是在高三的时候，也是我高中生活的最后
一年。那个时候，我到离家三四十里的罗县高中上
学，经常得背着几十斤的米袋子。”

“那时候我个头小，力气也小。家里没有自行
车，到县城的几十里路，得坐摇摇晃晃的班车。”范
显良说，班车到县城后，停在罗山客运站。这个客
运站，距罗山高中还有四里地。

“80斤重的米袋子，我得扛着到学校。那一次，
我一会儿扛，一会儿抱，好不容易才走了两里地，身
上被汗水全湿透了。”范显良苦涩地笑笑说，当时正
是晚上下班时间，路上人和车都很多，而且快要下
雨了。

“我实在没一点儿力气了，只能拖着米袋子在
街上走。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有人来帮我一
把。”

“从那时起，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我发誓，
以后当我遇到别人需要帮助时，一定要伸手帮一
把。因为看到别人在困境的场景，我就想起了自己
需要别人帮助的迫切心情。”

“良哥，你是坚强帝”
4月12日，一个晴间多云的日子。
在信阳罗山县高店乡范湾村，一个普普通通的

农家小院，成为记者和网友们关注的中心。
一个略显破旧的院子，门口有片水塘，水塘里有

一丁点水。这就是被网友称为“良哥”和“坚强帝”的
范显良家。

“良哥”坐在木床上，背后，是一把垫着木板的木
凳，木板上面，垫着一块海绵。

“良哥”背靠着海绵，面前放着一块中间凹进去
的木板，木板上摆放着手提电脑。

开机时，他用左手勾着的一只手指，放在开机键
上，再用右手压在左手上，两只手一齐用力，才按下
了开机键。

不善言语，说句话如同抽口烟，引来反复的咳
嗽。

“良哥”的故事比较久远。21年前，他作为村里
第一个大学生，接到了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留在记忆最深处的，就是大三那年寒假的腊月
二十八，邻居五保户罗友珍家的房顶被树枝刮了个
洞，一遇到雨雪天，便往下漏水。我上到房顶，帮她
修好房顶的漏洞，在折断刮到房顶的树枝时，一失足
从房顶上摔了下来。”

“如果日子重新来过，我还是不后悔帮助五保户
修房顶。”

从房顶失足跌下之后，便是漫长的求医经历。
“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能不能利用我的专业所

长，干些对他人有益的事？”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
2008年，他和一些网友萌发了开办“全国中小学生免
费答疑网”想法。

把想法付诸实现的过程是艰辛的，由于高位截
瘫，他的手指全部无法伸直，而且无力，只能用右
手的小拇指，按压鼠标和键盘，敲打出一个个编程
的字符。

1990年腊月二十八，
当范显良从五保户罗友珍
房顶上跌落下来的一瞬
间，范家的天空立即响起
了一片坍塌的轰隆声。

在坍塌声里，一个农
家汉子用他并不有力的肩

膀，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他，就是范显良的继父，今年已经70多岁的徐银来。
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背稍微有些弯。
徐银来站在门口，那只不知何时养的狗，嗷嗷嗷地叫……
灾难降临到范家时，徐银来年过五旬。
范显良是家中的老大，他的下面，还有 4 个弟弟。当他 14

岁时，家住驻马店的徐银来来到范家，当起了 5 个男孩子的
继父。

4月12日，在范家略显破败的农家小院里，头戴蓝色破帽的徐
银来老汉对记者的造访显得局促不安。坐在椅子上，他的手里拿
着一盒刚买的香烟，不停地抽出香烟来递给记者，用这种质朴的方
式，表达着一个农民特有的热情。

“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不善言辞的徐银来，
并没有太多的话语，青筋暴露的双手，在替他诉说20多年的艰辛。

“最初来到范家，看到的只是一幕让人伤心的场景，一个农村

妇女，带着5个男孩，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四五岁。”
范显良的母亲陈提珍说，她和徐银来只有一个亲生的女儿，已

经出嫁。
“徐银来虽然是个继父，可他为了5个不是亲生孩子所做的一

切，已经超过了亲生父亲。”陪同前来范家采访的罗山县委宣传部
新闻科骆科长接过了话头。

听到骆科长的话，面相憨厚的徐银来笑了，露出了他门牙缺失
的一个“黑洞”。

“如今，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除了范显良，他
们都已成家立业。”在略显轻松的话语中，记者感受到了这个农家
汉子的不易。

“五个儿子中，老大、老三和老五都是上过大学的。”徐银来说，
如今，老三在信阳统计局上班，老五大学毕业后，在深圳闯天下。

没上过大学的老二，老四和最小的女儿，他们也不在身边。徐
银来老两口除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范显良，还负责帮老五带着
一岁多的孩子。

“孩子们都不在家，家里有10亩责任田，都是老头子在种。”陈
提珍说，如今老伴也有 70多岁了，她多次让老伴别种那么多的地
了，可老伴不听。

为啥不肯让自己轻闲一点呢？
徐银来的话也很质朴：“好好的田放着不种，怪可惜的。再说

了，平时忙惯了，想闲下来，心里也不自在。”

坐家自家院落里，视力不太好的陈提珍，说起大儿子范显良的
不幸遭遇很平淡，语调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从容。

“范显良帮助的那个五保户罗友珍，就住在俺家的东边，是邻
居，从辈分上来论，俺该叫她嫂子。”

“大孩子帮她的时候，老嫂子已经70多岁了，后来她又活了10
多年，80多岁时才走。”陈提珍回忆说，范显良帮罗友珍修屋顶摔
残后，罗友珍心里十分内疚，多次在语言中表达对范家的歉意。

“说实在的，当时对罗友珍是有些恨的，不管怎么说，我儿子是
帮她修屋顶才摔伤致残的，可后来一想，这事儿也是意外，谁也不
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在罗友珍去世前一年，她瘫倒在床。虽然生产队经常给她送
粮食，可她吃不到嘴里，看着让人怪寒心的。”

“我们两家是邻居，挨着住一块儿，我经常听到她大呼小叫的，
显得很痛苦。”陈提珍说，在罗友珍瘫了以后，生产队找了一个老妈
（当地对上年纪妇女的称呼），专门给她做饭。可人家老妈也有自
己的家，不可能成日成夜地待在罗友珍的屋里。

“每次听到罗友珍的叫喊，俺对她再恨，也不能装作听不见。

没办法，俺经常去给她送饭送水。”
“五保户没儿没女，年纪大了啥都不方便，再加上有个啥病，日

子过得很难。俺看她那可怜的样儿，也不忍再狠心。”
陈提珍叹着气说，大儿子是帮助五保户摔残的，政府对大儿子

的关心也很周到，将心比心，也得把大儿子的好事继续下去。
“俺今年 65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了，病也多了，除了脑血管硬

化，眼睛也不太好，看人都是麻麻的，很不清楚。”陈提珍说，她和老
伴儿都很知足，大儿子的事全靠政府，现在每月发着工资，能有一
碗饭吃，也不好再向政府提其他过分的要求。

“有时想想，自己也不敢相信，俺一个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
把三个孩子送去上大学，俺很知足了。”

浓浓的爱意和坚强，在纯朴的乡村传递浓浓的爱意和坚强，在纯朴的乡村传递
儿子残疾后，母亲接过爱心接力棒继续照顾五保户邻居儿子残疾后，母亲接过爱心接力棒继续照顾五保户邻居

网友问候范显良：哥们儿，你是网友问候范显良：哥们儿，你是““坚强帝坚强帝””

继父，撑起一片坍塌的天空

慈母，以德报怨接起爱心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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