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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
现我的妈妈变了，变得不爱打麻
将了，也不爱跟爸爸吵架了，有事
没事还总往村委会跑。

我觉得很好奇。有一次，偷偷
跟着妈妈也去了村委会。只见妈
妈直奔村里的“农家书屋”。哇，
我们村里居然有书屋了！里面窗
明几净的，好多新书整整齐齐地
摆在书架上。许多叔叔阿姨还有
一些小朋友正坐在椅子上专心
地阅读。妈妈在书架上找到两本

书便坐了下来，我也找到一本儿
童读物紧挨着妈妈坐下。我一
看，妈妈看的一本是《回乡创业
100例》，一本是《农家乐致富宝
典》。我悄悄问妈妈为什么要看
这些书，妈妈冲我神秘地笑笑，
示意我不要吵到其他人读书。妈
妈一边读一边认真做笔记。不知
不觉已经快到晚饭时间了，妈妈
又赶紧借了几本书，匆匆忙忙带
我回家。

从那以后，我发现爸爸下班

回来也变得爱看书了，他们从农
家书屋借回好多书，两个人有时
看种植方面的，有时看养殖方面
的，有时看烹饪方面的，还经常边
看边讨论。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不再出
去打工了。他和妈妈一起开始在
家忙碌起来。先是在院子四周种
满了花草，还在门口搭了一个别
致的葡萄架，几个金色的大字

“久美山庄”掩映在绿色的叶子
中间。然后，把家里的房间也重
新布置了一番，变得更加漂亮舒
适了，又增加了几张漂亮的饭
桌。妈妈一有空就在门口的菜地
里忙碌，菜地里种满了各种各样
的蔬菜，还种了一大片我最爱吃
的草莓。爸爸在房子的左边挖了

一个鱼塘，里面养了很多鲫鱼和
草鱼。房子的右边靠山的地方是
爸爸专门给兔子、鸡、鸭等小动
物搭的窝棚。

没多久，家里就陆陆续续有
好多客人来，他们说喜欢我们这
里的环境，可以很放松地休息，可
以摘草莓，钓鱼，还可以吃到很多
新鲜美味的食物。

现在我超级喜欢这个舒适温
馨的家。家里的条件一天比一天
好，爸爸妈妈也不再吵架了，他俩
随时都乐呵呵的。

尽管这么忙碌，妈妈还是一有
空就去农家书院借书、看书。一有
空就沉浸在书里，活脱脱的一只

“书虫”！我不解地问：“妈妈，你都
这么累了，干嘛还看书呀？”妈妈语

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呀，我现
在才发现，知识才能改变人的命
运呀。我们小的时候条件不好读
书少，现在就要抓紧时间补回来，
在书里找到方法，找到力量，把我
们山庄建设得更大，更好！你要珍
惜现在的好时光，多读书，用知识
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变得更
加强大。”

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家的
改变还得归功于农家书屋，归功
于知识的力量！农家书屋不仅改
变了我的爸爸妈妈，还改善了我
们家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的家变
得更加幸福温馨。感谢农家书
屋！我也要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只

“ 书 虫 ”，用 知 识 来 改 变 我的
命运！

妈妈是“书虫”
罗美芝

暮春的太阳，开始显摆。吃
过早饭，我随报社的同志到渡槽
村采访，邂逅了绿树掩映的农家
书屋。

出于对书的喜欢，我走进
了书屋，与一群正在读书的村
民交谈。几句话之后，我与杨兄
弟熟悉了起来。我们讨论文学
作品，我们说中国的脱贫攻坚，
聊中国抗疫故事……我夸他懂
得多，他说都是从书报里读
来的。

杨兄弟和我聊起了书屋。他
说，书屋已经成了村里一道独特
的风景。空闲的时候，可以静静地
看一本年代久远的书，将文学和
生活融合。于村民来说，书屋更像
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一群年轻人、

蹒跚的老人……聚在一起谈生活
说农事，讲“家风家训”议“科学种
田搞养殖”。于是，村里的每一个
故事，像春水一样荡漾在每个人
的心里，带来满满的幸福。

杨兄弟说得最多的是书屋
带给自己的变化。“不怕你笑话，
前些年，我家还是村里的贫困户
呢。”在杨兄弟的讲述中，我知道
了他几年前因医治股骨头坏死
欠了许多钱。绝望的时候，是村
里的书屋改变了他的人生，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他读懂
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梁家
河》里他读到了青年习近平的励
志故事。于是，他重拾信心，看到
了希望。杨兄弟说：“在政府扶贫
帮扶中，我学会了做拉面，在小

镇开了家面馆，虽然每天起早摸
黑很辛苦，但生活有了改善，走
上了致富路。”

从书屋出来，杨兄弟邀请我
们去他的花椒基地走走。夕阳渐
渐西坠，山村敷上了一层金色。葱
茏的花椒林，一直绵延到远处的
山脚。杨兄弟说：“花椒的栽培、剪
枝、施肥、除虫的养护知识，我都
是从书本里学来的。所以，我感谢
书屋，成就了我的梦想。”

我说：“没想到小小书屋会对
你有这么大的帮助。”杨兄弟说：

“是呀，书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
明白了只要肯干、愿干、吃苦干，
过上好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问：“生活好了，你最大的
愿望是什么？”杨兄弟动情地说，

“我想回报书屋，准备赞助一些
资金，把书屋装修得更有书香
味，让村民们不仅可以读书喝
茶，还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读书
分享会。”

我对杨兄弟的话表示赞许。
是的，书屋不仅是精神寄托之
所，更承载着老百姓改善生活、
走出困境的美好希望。

晚霞已经布满了天空，池
塘、凉亭、农家小楼，还有绿树掩
映的农家书屋跳入眼帘，如画一
样美丽，刻在了我的脑海，生出
许多感慨：乡村的书屋，泥土的
芳香，不仅有老百姓日常生活的
丰富，更书写着美丽乡村的诗和
远方。

书香里的诗和远方
唐熙

启林是天湾村稀有的文化
人，上世纪60年代读过高中，长
得斯文白净，戴副眼镜，村民都
喊他“秀才”。

“秀才”从小体弱，在农村，
一个男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抬就
是个“窝囊废”。只有遇红白喜事
需人记账采购、重大事件写点材
料啥的，“秀才”才能跟人家换个
工，大多时候都是磕磕绊绊地到
自家地里刨食，踉踉跄跄地常把
眼镜甩掉。

好在“秀才”娶了个能干的
妻，重活归妻干，“秀才”的日子
才过得有个人样。可天有不测风
云，2008年，健壮的妻突发急病，
人事不醒。天塌了，地陷了！“秀
才”花了十多万元才捡回妻半条
命，妻从此不能干重活了，“秀

才”一夜白了头，走路颤巍巍的，
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走。

2014年，“秀才”被列入首批
建档立卡贫困户，芒刺在身，他
想到自己一堂堂高中生混得如
此寒酸，自怨自艾“百无一用是
书生”！烧了伴随自己多年的书，
想了断残生。

正生无可恋，村里传来“枳
壳种植”的风声，“秀才”眼前一
亮，似乎看到了曙光。

“种枳壳发不到财”“淘神费
力没好果子吃”“有这个功夫不
如多栽一块田的秧子”，村民们
怨怼，唯有“秀才”清醒。因他早
就从书上得知，枳壳是一种上好
的中草药，具有理气宽中、行滞
消胀等多种药效。

村里夜校开班了，“秀才”早

早到了。作了书屋里的第一批读
者，他如饥似渴地听专家授课，
不放过种植视频里的每一个细
节，回家后继续研读《农家科技》
《枳壳种植和管理》，一有空就泡
在农家书屋里把读书当饭吃。

“秀才”家率先种上了枳壳，做了
村里的“试验田”，他一边实践一
边积累种植技术。

“秀才”开动脑筋，结合自
家情况，采取最合适的种植方
法，选择低成本的高枝压条法
育苗；做到中耕除草、环状施
肥、冬季修枝；及时将天牛、红
蜘蛛、介壳虫等虫害扼杀于摇
篮……他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的
枳壳丰收了，一下进账两万多
元！一夜间，秀才成了村里的

“红人”，上门求技术的村民差

点踩破门坎。
“秀才，我家枳壳又有红蜘

蛛作怪了，咋整？”“秀才，枳壳内
膛枝啷个修？”“秀才，你帮我看
看该用什么杀虫剂”，村民们巴
望着“秀才”，“秀才”不慌不忙，
一一解答示范。“好厉害”“神
了”，村民们看“秀才”的眼神里
带着崇拜。“秀才”挺直腰板，扶
一下眼镜，尝到了被“需要”的感
觉。

凭借枳壳种植，“秀才”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整个人脱胎
换骨，走路也自带春风。

一阵春风吹来，坡上坡下郁
郁葱葱的枳壳摇摇摆摆，正冲他
笑，“秀才”笑了，脱口道：“知识
暖风拂面来，涅槃重生土秀才，
哈哈哈……”

“土秀才”变形记
杨梅

世上有一种幸
福是最没有界限、
最无私的，那就是
阅读。因为它可以
被所有的人分享；
世上有一种幸福又
是最闭合、最私密
的，那也是阅读。因
为它难以言传的个
体审美、迷狂永远
都是无法复制的。

阅读，是一个
人的精神指纹。

赶赴文学盛宴

1月8日，濯桑
乡下汝村中专毕业
的洛绒丁真早早地
便起床了，在家里
吃过早餐后，来到
家旁边新建的党群
活动中心农家书
屋，参加上午 9 点
的“文学沙龙”活动。同样来参加这
次“文学沙龙”活动的贫困户格绒
邓珠家的女儿甲它也赶到了活动
现场。“只有自己诚心待人，别人才
有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什么是人
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
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
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
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下汝
村10多名青年文学爱好者围坐在
一起聚精会神地聆听了第一书记
任敏的好书分享。

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努力下，这
样的“文学沙龙”活动，寒暑假每月
会在下汝村党群活动中心的农家书
屋举办两次，青少年学生可以在农
家书屋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阅
读分享，内容涉及好文分享、好诗鉴
赏、好文分析、好电影推荐等。

遇见诗和远方

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是多少？一
首美丽的诗！

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
字写诗，他们是用整个生命去写
作。而一个作品的诗意蕴藉绝对有
赖于读者诗性精神的配合。倘若一
个书痴能书中酿诗、诗内读书、诗
外摹画、画里题诗，将会同时获得
世上最幸福的阅读：沉醉与飞翔！
有时你不可能看清远在天边的一
颗星星。但只要你一直仰望她，欣
赏她，她就会从天边轻轻滑落，近
在你的眼前……真正的阅读从不
需要彼此的呼唤与应答。

“诗来源于生活……”“诗是生
活大海的闪光，把诗与生活隔开，就
无法认识诗的内容本质……”“在古
今中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诗歌，诗
的范围是全部的生活和自然，诗的
领域像生活一样广阔无垠……”选
诗、现场撰写阅读体会，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
一首首经典诗歌，在下汝村人那
里，得到了新的解读。

下汝村村主任细曲珍笑着说
道：“文学沙龙”活动举办的时间久
了，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参加活动
的都是村里面有文化的年轻人，在
他们的影响下我现在也会坐在边
上当“旁听生”，学学普通话，听听
稀奇事儿。

绽放璀璨光芒

那些爱上阅读的年轻人，我看
到他们眼里有光。书，是一面镜子；
读书，是在读自己。

“阅读和写作，让我学会了感
恩，让我看到了世界上真的有人在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着生活。”18
岁的斯郎曲措说。“生活中，我们难
免会遇到困难，文学可以帮我们重
拾自信，更从容地去面对生活。”贫
困户德西汪姆家的女儿格措说。在
这里，她找到了精神家园，找到生
活的支撑点，懂得了自力更生的重
要性。在“文学沙龙”活动的感召下，
收获满满的学员们逐渐加入到村公
益队伍中，主动为幼儿园学生补课、
向家中父母讲解国家政策……用自
己的力量，去回馈社会。

第一书记任敏常说：“我们帮
助他们阅读写作，并非要写作出几
部作品，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写
作，向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传递一
种生活方式与理念：在农村，业余
时间除了晒太阳、耍手机、看电视
之外，还有另一种活法，那就是阅
读写作，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
活方式。”

无论灵魂的碰撞是在书房、
沙龙、茶舍，还是在弄巷、原野、天
涯……因为有了丰富的阅读，年
龄的层次会悄然转化为智慧的层
次。对阅读保持毫无倦意，会屏蔽
青涩与木讷，会拂去沧桑与哀婉，
享受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胆识与
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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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苍溪县元坝镇插寨村
三组村民秦定贤，今年93岁，

自幼喜欢读书识字，以文
治家，以文教子，虽年事已
高，依然坚持耕种读书两不
误，土地让我过上了丰衣足
食的幸福生活，书本让我明
白了事理。

“不慕荣华富贵，只爱山
水耕读”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为了给子女营造一个良好的
读书环境，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在住房极为紧张的情况
下，我与老婆商议后，专门拿
出一间瓦房作为书房。我收集
了很多书籍，可惜的是，这些
书籍现在没有全部保存下来，
我钟爱的书房后来变成了孩
子们的卧室。

改革开放后，日子越过越
红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村的农家书屋越建越
好，琳琅满目的书籍，让我衣
食无忧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我常常从村里的农家书
屋里借来生活常识书、革命
故事书、农事农历等各种书
籍回家阅读。书中自有黄金
屋，让我从中学到了传家教
子的哲理、学到了很多生产
生活的方法和技能，让我了
解了世界的变化，国家的政
策。在我的影响下，孩子们都
喜欢上了读书，如今五儿两
女都已经成家立业，夫妻间
相敬如宾，婆媳关系融洽，大
家庭和和睦睦。

在我的影响教育下，五儿
两女都做到了奉公守法、勤俭
节约、精打细算、吃苦耐劳，用
勤劳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的住
房，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环境
卫生整洁，物品堆放规范，户
户有藏书，庭院常年有绿，书
声琅琅。

书的芬芳，熏陶了我，也
让我家孩子们的7个家庭在插
江两岸开枝散叶，过上了幸福
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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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展现四川新时代乡村风采及农民群众良好精神风貌，引导更多农
民走进农家书屋，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

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乡村德治教化能力，不断满足新时代农
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需求，四川省开展以“农家书

屋·脱贫奔康”为主题的农民读书网上征文评选活动，
活动启动以后，广大读者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征

文活动。本期精选了其中一些稿件刊发，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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