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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燕刚出生时，并没有

任何残疾，可小儿麻痹症却不
幸降临到了这个女孩身上。但
坚强的她通过艰苦练习，骑
车、干活都能轻松自如。1998
年，在北京做服装的许小燕
准备对病腿动手术。“当时
有人说南通如东县的医院也

可以做这个手术，后来就没
在北京做。”她说。没想到，
最后手术失败，她的左腿没
有保住。
“那时我才21岁，就成了

这样，以后该怎么生活啊！”
许小燕含着眼泪说，那时她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6个月。
而带着一丝对生的眷恋，许小
燕在许多人的帮助下，终于鼓
起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随后，许小燕开始进入残
疾人艺术团参加各种演出。
2001年，许小燕根据自己的经

历自编自演的小品 《燕燕》，
在江苏省残联组织的文艺汇

演中获得了三等奖。
也就在那次汇演时，一位

教练看中了这个 “体育苗
子”。“开始让我练游泳，想让
我进游泳队。但我基础实在太
差了，想想农村人哪有机会练
游泳，下水后都找不着感

觉。”许小燕说。后来，她就被
调到了江苏省的坐式排球队，
担任球队自由人，一直在无锡
苦练。许小燕很珍惜这一机
会，拼命苦练球技。2003年，她
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国第6
届残运会。在全队的努力下，

她们为江苏首夺女子坐式排
球冠军。
“这是我们一年多来辛苦

训练的回报！”许小燕含着眼
泪对记者说。也就是那次获得
冠军后，许小燕拿到了对于她
来说是十分可观的奖金：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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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记者来到了许

小燕的家。这是一个很简陋的
家。楼房大门是用芦苇编扎而
成，两个房间内除了两张破床
和三张椅子外，根本没有什么
像样的家具和电器。
“这个房子当时是借了点

钱，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建起来

的。”许小燕说。房子造好了，
她也该成家了。许小燕的丈夫
是个孤儿，从小是伯伯带大
的。而这时候，她的母亲因为
建房操劳过度，也患下了重
病，“我们四处借钱，还因为
没钱停了药”。在停药第三

天，许小燕打比赛获得冠军的
奖金到了，便赶紧拿回来给母
亲用。钱用光了，可母亲还是
没有留住。

灾难却接踵而至。次年，丈
夫裴有涛不幸遭遇车祸失去了
思维能力，成为脑瘫。虽然有关

部门已经认定了事故责任方，
但赔偿一直迟迟不到。

如今，许小燕除了照顾丈
夫外，还要赡养丈夫73岁的
盲人养父裴长礼。同时，还要
奔波1公里以外，为父亲分担
农活。“父亲的一条腿在请人
耕田时被拖拉机的耕刀切成
了残疾，一直都是坐着干农

活，明年还要动手术治疗，可
是家里还欠着各种债务3万
多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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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许小燕还向记

者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她
说，当年的冠军殊荣早已过
去，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奖
励，自己也不会提过高的要
求。“只是在土地调整的问题
上，想请当地领导沟通一下，
能不能从照顾残疾人的角度

出发，尽量集中一点田块让我

家耕作。”
据了解，许小燕的丈夫是

部队退伍人员，是没有土地
的。她和3岁女儿的田地由于
户口没有动，都在娘家。在她
母亲去世后没多久，村里就来
分地了。“原来我们家一共有
4个地块，也没有远的地块，现
在却分成了6个地块，最远的

在1公里开外，我和父亲都是
腿部残疾，养父又是盲人，怎
么跑过去耕种？”

许小燕反映，当时
在分田地时，他们还

与村里发生了争执，
她和父亲都挨了打。
“当时一拳打在我的
胸部，孩子很长时间
没有奶吃，我真不知
道这点要求为什么总
是得不到照顾？”许小

燕说，村里也曾有一
些风言风语，说她拿
了冠军，眼光高了，有

些骄傲了。“其实我从来都没
有骄傲过，更没有感觉有什么

优越的。”
许小燕还坚持带着记者

去看看她家田地的分布情况。
一块长满荒草的田地中，许小
燕一瘸一拐地行走在泥泞的
乡村路上，幼小的女儿一直牢
牢地牵着母亲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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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

舞。”许小燕告诉记者，就算
腿有了残疾后，她也从来没有
放弃自己的爱好。如今，她还
参加了当地一个残疾人艺术
团，经常出去演出，“这样，家
里的压力也可以小一些”。

当然，打排球还是她最大

的愿望。2003年在全国残运会
上拿到的那块金牌，一直是许
小燕的最爱。当记者表示想看
一下金牌的时候，许小燕从里
屋拿出一个旅行包，掏出一个
精致的包装盒。“无论到哪，
这块金牌我一直随身带着！”

她轻轻打开包装盒，拉起金牌
上红黄相间的挂绳，挂在了自
己的胸前。
“特别想能再打一次比

赛，再拿一次全国冠军，做梦
都想。”面对着记者的镜头，
挂着金牌的许小燕，终于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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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红黄相间的挂绳，挂在了自
己的胸前。
“特别想能再打一次比

赛，再拿一次全国冠军，做梦
都想。”面对着记者的镜头，
挂着金牌的许小燕，终于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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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燕刚出生时，并没有

任何残疾，可小儿麻痹症却不
幸降临到了这个女孩身上。但
坚强的她通过艰苦练习，骑
车、干活都能轻松自如。1998
年，在北京做服装的许小燕
准备对病腿动手术。“当时
有人说南通如东县的医院也

可以做这个手术，后来就没
在北京做。”她说。没想到，
最后手术失败，她的左腿没
有保住。
“那时我才21岁，就成了

这样，以后该怎么生活啊！”
许小燕含着眼泪说，那时她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6个月。
而带着一丝对生的眷恋，许小
燕在许多人的帮助下，终于鼓
起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随后，许小燕开始进入残
疾人艺术团参加各种演出。
2001年，许小燕根据自己的经

历自编自演的小品 《燕燕》，
在江苏省残联组织的文艺汇

演中获得了三等奖。
也就在那次汇演时，一位

教练看中了这个 “体育苗
子”。“开始让我练游泳，想让
我进游泳队。但我基础实在太
差了，想想农村人哪有机会练
游泳，下水后都找不着感

觉。”许小燕说。后来，她就被
调到了江苏省的坐式排球队，
担任球队自由人，一直在无锡
苦练。许小燕很珍惜这一机
会，拼命苦练球技。2003年，她
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国第6
届残运会。在全队的努力下，

她们为江苏首夺女子坐式排
球冠军。
“这是我们一年多来辛苦

训练的回报！”许小燕含着眼
泪对记者说。也就是那次获得
冠军后，许小燕拿到了对于她
来说是十分可观的奖金：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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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记者来到了许

小燕的家。这是一个很简陋的
家。楼房大门是用芦苇编扎而
成，两个房间内除了两张破床
和三张椅子外，根本没有什么
像样的家具和电器。
“这个房子当时是借了点

钱，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建起来

的。”许小燕说。房子造好了，
她也该成家了。许小燕的丈夫
是个孤儿，从小是伯伯带大
的。而这时候，她的母亲因为
建房操劳过度，也患下了重
病，“我们四处借钱，还因为
没钱停了药”。在停药第三

天，许小燕打比赛获得冠军的
奖金到了，便赶紧拿回来给母
亲用。钱用光了，可母亲还是
没有留住。

灾难却接踵而至。次年，丈
夫裴有涛不幸遭遇车祸失去了
思维能力，成为脑瘫。虽然有关

部门已经认定了事故责任方，
但赔偿一直迟迟不到。

如今，许小燕除了照顾丈
夫外，还要赡养丈夫73岁的
盲人养父裴长礼。同时，还要
奔波1公里以外，为父亲分担
农活。“父亲的一条腿在请人
耕田时被拖拉机的耕刀切成
了残疾，一直都是坐着干农

活，明年还要动手术治疗，可
是家里还欠着各种债务3万
多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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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许小燕还向记

者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她
说，当年的冠军殊荣早已过
去，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奖
励，自己也不会提过高的要
求。“只是在土地调整的问题
上，想请当地领导沟通一下，
能不能从照顾残疾人的角度

出发，尽量集中一点田块让我

家耕作。”
据了解，许小燕的丈夫是

部队退伍人员，是没有土地
的。她和3岁女儿的田地由于
户口没有动，都在娘家。在她
母亲去世后没多久，村里就来
分地了。“原来我们家一共有
4个地块，也没有远的地块，现
在却分成了6个地块，最远的

在1公里开外，我和父亲都是
腿部残疾，养父又是盲人，怎
么跑过去耕种？”

许小燕反映，当时
在分田地时，他们还

与村里发生了争执，
她和父亲都挨了打。
“当时一拳打在我的
胸部，孩子很长时间
没有奶吃，我真不知
道这点要求为什么总
是得不到照顾？”许小

燕说，村里也曾有一
些风言风语，说她拿
了冠军，眼光高了，有

些骄傲了。“其实我从来都没
有骄傲过，更没有感觉有什么

优越的。”
许小燕还坚持带着记者

去看看她家田地的分布情况。
一块长满荒草的田地中，许小
燕一瘸一拐地行走在泥泞的
乡村路上，幼小的女儿一直牢
牢地牵着母亲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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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

舞。”许小燕告诉记者，就算
腿有了残疾后，她也从来没有
放弃自己的爱好。如今，她还
参加了当地一个残疾人艺术
团，经常出去演出，“这样，家
里的压力也可以小一些”。

当然，打排球还是她最大

的愿望。2003年在全国残运会
上拿到的那块金牌，一直是许
小燕的最爱。当记者表示想看
一下金牌的时候，许小燕从里
屋拿出一个旅行包，掏出一个
精致的包装盒。“无论到哪，
这块金牌我一直随身带着！”

她轻轻打开包装盒，拉起金牌
上红黄相间的挂绳，挂在了自
己的胸前。
“特别想能再打一次比

赛，再拿一次全国冠军，做梦
都想。”面对着记者的镜头，
挂着金牌的许小燕，终于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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