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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老家，听到孩子们议论：
“幺婆爱学习，天天都要读书。”

他们说的幺婆，是我堂嫂，叫罗
正英，隆昌市龙市镇龙溪村人。她
50多岁了，小学文化，是一个从没
有出过远门的庄稼人。我记得她最
大的爱好是打麻将，怎么就喜欢读
书了呢？

带着好奇心去探访，我远远就
喊：“幺嫂，打麻将了！”

幺嫂从院墙里探出头来，笑着
说：“你回来啦！进来坐。”

我刚到院子门口，正做作业的
小女孩看着我说：“婆要读书，我要
做作业，不打麻将。”

幺嫂在旁边拿手中的书向小孩
扬了扬，然后说：“大人说话，小娃娃
不要插嘴，好生做你的作业！”

幺嫂看看我然后看看孩子，不
停对我使眼色。我明白她的大概意
思：不要影响孩子做作业。

我笑着说：“读书是好事，不打扰
你们了。”

我转身离去的时候，幺嫂追出
门外，低声对我说：“要管娃儿学习
啊，都是你教我的。”

“我教的？我不记得了！”“去年
我说娃儿成绩差，你批评我天天带
着娃打麻将。我说娃的作业我也不
懂啊，有时间我就只会打麻将。”

“哦，好像是有这事。”“你说要
多陪伴，跟娃一起读书。娃做作业的
时候，在旁边假装读书也好啊！”

“假装读书？哈哈，我说过吗？”
幺嫂说：“娃学习差，我被老师叫到
学校批评多次，太伤心了。她爸爸妈
妈在外面打工，我这个当婆的又没
得文化，你说怎么管嘛。有几次，娃
给我提意见：‘你就晓得去打麻将，
喊我一个人做作业。’我就想起你说
的话，干脆陪她读书。”

我笑着说：“你就假装读书了？”
幺嫂说：“开始是假装读，后来尝到
甜头了就认真读。”

我说：“讲来听听。”幺嫂说：
“娃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今年评
了‘三好学生’，我也学了好多知识
和技术。”

正说话间，村支书骑着摩托车
路过。寒暄几句后，支书说：“她是村
农家书屋读书和借书最多的人，还
是我们村今年评选的‘学习标兵’。
她通过读书学得一手弄菜的好技
术，还学会了科学养鸡、学会了怎么
教育孩子，罗正英的改变，教育了很
多村民，也影响了好多孩子……”

幺嫂笑着说：“我最大的收获是
娃的成绩好起来了。”

我高兴地看着幺嫂说：“你不
是假装读书，是真读书，读出了成
果，读成了榜样！”

从开始记事时就知道，四川茶馆多。
少年时代开始接触文学著作，有关茶馆
的作品，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老舍先生的
《茶馆》和四川老乡沙汀先生的《在其香
居茶馆里》。总的感觉，一个小茶馆，伴着
书香浓。

但随着社会进步，历史发展，茶馆里
的人和事也有变化。这正如人们评价电
视广告，过去是“铺天盖地猪饲料，变个
花样药广告”，而现在则大为不同。在我
儿时的记忆中，一般茶馆无非都是这样：
茶客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外乎谈收成，
讲生意；游医把脉开处方，或托人说媒；
买卖写约，有纠纷调解，不一而足。总之，
是热闹非凡。退休以后，不时有好友相约

喝茶，这才发现，茶馆的气象竟与往时大
相径庭：打牌的、打麻将的少了，更多的
是“摆龙门阵”，但谈的多是时事新闻；即
使谈到生活琐事，文化气息往往扑面而
来。要问信息来自哪里，少不了都要补充
一句：农家书屋。

有一位茶友，是退下来的村干部，小
学文化。他说他在农家书屋看了不少有关
种庄稼的书，按照书上说的去依样画葫
芦，效果就是不一样，比老经验还灵。于是
向村民现身说法：“你要处理婚姻问题，就
去学学婚姻法；你要办社保，就去看看有
关社保的书。”自己一有空闲，也读点儿医
书。什么《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汤头
歌诀》《药性歌诀》，都翻了个遍。他说有机

会读读书，真是好事情，既可以多认字，又
可以明白原来不知道的一些道理。就是与
别人喝喝茶，都有“龙门阵”摆。说着说着，
他还给我们背了几句：“人参味甘，大补元
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六一滑石同甘
草，解肌行水兼清燥。统治表里及三焦，热
渴暑烦泻痢保。”同坐的茶友也不知他背
得对不对，只觉得他还像读过几本书的。
还有一位读过高中的茶友，谈到自己在农
家书屋读过几本建筑方面的书，还考了一
个监理证，一个月可以挣近万元。

一番“龙门阵”，阵阵书香浓。大家总
免不了一番感慨，“有文化就是不同”“农
家书屋的确给农民帮了大忙”“不管啷个
说，还是党的三农政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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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桂花村，书屋前樱花正浓、绿
草茵茵，几只小羊悠闲撒欢儿。坐在
书屋的老彬捧着书读，偶尔瞟一眼他
的羊。

当年，肺结核把老彬拽入暗无天
日的黑窟窿，他成了了无牵挂的光棍
汉，50多岁贫病交加的他自从走进农
家书屋，嘿，神了，老彬竟不是原来的
老彬了。

村里来第一书记时，老彬嘴一瘪，
冷笑：“管他是谁，跟我有啥子关系！”手
往兜里一揣，溜了。

没想到书记竟亲自登门了！村主任
喊：“老彬，快出来接羊。”老彬急慌慌一
个趔趄，绊出了门。书记一把扶住他，握
紧他的双手，他大气不敢出，憋得脸红
筋涨，隐忍着咳嗽。

“彬叔，村里开了农家书屋，你可以随
时去看书听讲座。你读过书，又养过羊，有
了经验准保羊儿长膘……”书记一口气
不停地说着。

“彬叔？”老彬呆呆地，没回过神来，
只觉被书记握着的手暖暖的、润润的。
抬眼，几只小羊朝他眨巴着眼睛，老彬
一把抱起小羊，如抱紧了自家孩子。他
看看羊，再看着书记，浑浊的双眼被泪
光模糊了。

老彬是块读书的料，可父母早亡，家
道败落，又摊上一身病，日子越过越差。
多少次捧起书，破草棚吧嗒漏雨淋醒了
他的梦，浇得他透心凉。他也不想这样，
可怎么都挣不脱一个“穷”字，不破罐破
摔又能咋的？

书记的真诚与尊重点亮了他的心
灯。书屋门未开，老彬就早早等着了；夜
校开班，老彬一次都不落下。老彬捧起
《农家科技》《山羊养殖》《生命之光》如
饥似渴地读，更不肯放过专家讲座里的
每个细节。回到家中，还继续研读《有机
乡村》《活出明白》，时常看着看着就睡
着了，醒来手里还抱着书。

农家书屋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世
界。书看了一摞又一摞，老彬头脑里有
了一条条计策；羊一批又一批出栏了，
老彬腰包一天比一天鼓。老彬脸色一天
比一天好，胳膊肘直了，腰背挺起来了，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同了。

老彬把新羊圈、新房建在了村道
旁，幽幽桂花香到了他骨子里。搬新
房那天，老彬到坟前给娘磕头，“娘
啊，儿子现在是个人了！”当晚，老彬
梦见娘了，梦见自己娶亲了，他在梦
中笑醒了。

老彬成了脱贫致富的典型，被书
记请来做书屋的老师。讲养殖经、上门
指点，老彬带动了好多贫困户脱贫。

书记感恩，“老彬，哪天给你找个老
婆。”老彬笑，“一把年纪了，还找啥子老
婆，我把自己入赘给书屋算了！”

“老彬，你自己说的哈，你自己
要娶书为妻，咱村里的书屋你可要
看好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催人奋进，发
人深思，书是搭建知识的桥梁，连接着文
明，连接着梦想。农家书屋飘溢书香，田
野茫茫充满希望。农家书屋，让文明的气
息溢满每一位农民朋友的心田。农家书
屋，让科技的力量走在农民致富的最前
沿。农家书屋，让坚定的“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植入新时代新农
民心中。农家书屋，成为新时代新梦想启
航的地方。

农家书屋是农民精神生活的乐园，为
我们敞开了鉴古通今的窗户。一来到书
屋，绵阳市梓潼县仁和镇檬桠村党总支
书记李书记便捧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改革开放简
史》等书籍，一看就是一整天，爱不释手。
他常说，学习党的历史，把握历史发展规
律，能教育当代人深知如今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学习党的历史，能进一步强化
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从而带领好檬桠
村这支建设队伍。学习党的历史，能进一
步牢固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

命与初心。在基层工作也能进一步发现
不足，为自己今后的学习、工作指明方
向。他不仅自己看，还向全村党员畅谈读
书心得，带动了大家的读书热情。同时，
李书记还建立了流动党员管理群，积极
指导流动党员参与学习，开展读书“线上
谈心得体会”活动。渐渐地，在全村掀起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学习高潮。
普通群众也从书屋开办之初的好奇，到
如今争先恐后地借阅；从之前的熙熙攘
攘，到如今的门庭若市。您瞧！檬桠村的
老年人正捧着养生书，津津有味地学着
养生方法；中年人在看科技书，聚精会神
地汲取书中营养；孩子们则走进童话世
界，津津有味地品读着童话故事。

农家书屋是致富的田园，为广大的农
民朋友打开了科学致富的门路。仁和镇曙
光村老许返乡创业从事柑橘种植，一直以
来，自身缺乏技术，部分果树有了病虫害，
因无法分辨未能及时处理而造成损失。自
从知道村里开设了农家书屋，他便成了这
里的常客，他经常看一些柑橘管理和现代

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学习农业技术知
识，改进了果园管理模式。如今，他的果树
长势良好、品质优良。当问起他的感受时，
他总是感慨地说：“这个书屋，增长了我的
知识，改变了我的生活，真的是我的指路
明灯。”

农家书屋是思想进步的庄园，是新时
代新梦想启航的地方。本着镇图书室管理
员的职责，我坚持从自身做起，带头读书，
我将书籍中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主动
谋划、主动思考、主动实施，书籍指引我不
断成长，在试错中变失败为经验，学会了
总结。切实坚定了理想信念，转变了工作
作风，提升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业
务本领。

知识改变命运，书屋点燃希望。常在
书中转，志趣得颐养。常读农家书，知识洒
芬芳。常览历史长卷，明古今、知兴替、定
理想、强担当、逐梦想。好学才能上进，不
止是基层干部、创业者、管理者，我们每个
人都需要通过书本知识不断丰富自身内
涵，提高技能水平，开拓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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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我的启明灯
彭雯

“龙门阵”里书香浓
张禾

书屋，农民耕耘的沃土
王文炳

一
一双手，一把笨重的犁铧，在文字的

田垄间耕耘，收获的知识和道理，挂在心
间，像手电筒，照亮眼前的一段路。

一行行方块字，有的熟悉，有的陌
生，就像朋友，相逢都是缘，在寒暄中释
放信息。

翻阅书页，比翻开一片泥土难。但书
页的山坡上，沃土里，埋藏着许多新鲜而
有趣的故事。

一行字，一页纸，一本书，在一间小小
的书屋里，陪伴春夏秋冬的闲暇时光。

听惯了雨声，书声更奇妙；看惯了庄
稼，书架更深奥；走惯了山路，静坐书桌

旁，仿佛徜徉在风景的画廊。

二
农家书屋，科技的诊所，百姓的加油

站，产业的规划师。
看吧，一片片果林，像青春的少男少

女，意气风发，沉甸甸的果子，诉说着丰收
的喜悦。稻田里，拥挤的稻穗围在田埂四
周，向今年精心施肥、科学耕作的农人，致
以虔诚的敬礼。农业园区里，各色花朵，在
春光中尽情散发迷人的魅力。鲜嫩的蔬
菜，以绿色环保的誓言，向餐桌作出庄严
的承诺。

还有，农家小院里，邻居变成了亲

人。语言，化作了春风。欢声和笑语，就像
开在庭院里的花朵，装点着每一个崭新
的日子。

三
夜，在蛙声中放下了帐子。农家书屋，

在沉静的山乡，又睁开了眼睛。
沾着新鲜泥土的手，一手擎着烟杆

儿，一手翻着书页，这弥漫着烟味和泥土
芳香的文字，也是农人经营的庄稼，一天
一天，营养着他们的大脑。

农家书屋，农民耕耘的沃土。在脱贫
与振兴的原野，散发希望的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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