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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基层教育近30年的陈汝钧：

给山里娃一张安静的书桌
本报记者 孟燕

6月的济南历城区西营镇漫山绿
树，一片生机盎然。从事了近30年教
书育人工作的镇教育办公室主任陈
汝钧步履匆匆，他要“追梦”，无暇顾
及这样的美景。

陈汝钧的梦想是让山里娃有一
张安静的书桌。2005年，陈汝钧家访
时发现，山区家庭不论住房条件好
坏、房间多少，每个房间都堆满杂物。

“孩子没有读书的空间，在客厅饭桌
上或者村口的石桌石凳上，趴着写作
业。”陈汝钧说，在家长们东家长西家
短的聊天中，在打牌喝酒看电视的吵
闹中，孩子根本无法安心学习，更别
说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了。

为此，2005年5月，陈汝钧向全镇
家庭发出了“家庭小书房”的倡议。

“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一张桌子、
一个凳子、一个放书的架子、一盏灯
就行了。”

“家庭小书房”的倡议得到了家
长们的支持，不少家庭为孩子创造了

一个读书的独立空间。“8年过去了，
大部分孩子爱学习了，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农村家庭的氛围。”

梦想慢慢变成了现实。6月3日，西
营镇秦口峪村，12岁的王腾坐在自己
的小书房里给爷爷讲故事。王腾的父
母在外地打工，平时由爷爷奶奶照看。

“前几年俺们弄了专门的小书
房，还真见着作用了。”爷爷王世兴
说，有了学习空间之后，不用撵着孙
子学习了，读书多了，孙子的作文提
升很快。以前很长时间憋不出一句话
来，现在老师说能写两大页了。“俺们
也注意了，孩子读书的时候，不看电
视不打牌，有时候让孙子给俺们读读
小故事，也学习了。”

现在，“百佳家庭小书房”评选已
经进行了四届，加上流动图书站的建
设，几年下来，全镇每个学校都有了大
量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书籍。陈汝钧说，
在这个偏僻的山区，他希望山里娃也
能享受到和城里娃一样的优质教育。

菏泽新农村图书馆“馆长”鹿海斌：

二次创业赚钱让图书馆扎下根
本报记者 穆静

6月1日，鹿海斌将一捆书提到
了在济南的住处。这些书，不久将带
回菏泽巨野县龙堌镇鹿楼村的新农
村图书馆。

2011年，鹿海斌大学毕业后，放
弃济南的工作，在老家鹿楼村办起
了这个免费书屋，做起了不少人眼
中的“傻事”。而这对鹿海滨来说，却
是一个做了很久的梦。

书屋开起来后，热闹程度超出
了鹿海斌的想象。刚开始时，鹿楼村

的孩子放学后会来看书，慢慢地，周
围村里的孩子也被吸引了过来。最
多的时候，借书登记用的大演草一
周就用掉一本。

2012年，在由齐鲁晚报和央视
《感动中国》主办的“凡人歌·山东
十大凡人善举”评选中，鹿海斌被
评为“十大凡人善举人物”。社会关
注度增加后，不少人向他捐书，如
今，他的图书馆里已有近万册书。

不过，如何让免费的图书馆

持续在农村经营下去，一直是鹿
海滨思考的问题。“想让书屋的根
扎得更深，我还得寻找赚钱的模
式。”为此，鹿海斌来到济南，准备
自己创业，书屋暂时交由父母看
管。“我想做房产中介项目，现在
正在考察。”

尽管身在济南，但老家的图书
馆，他一直惦记着。来济南月余，他
已经淘了40多本书，准备回家的时
候带回去。

鹿海斌来济南后淘了不少书。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济南历城区西营镇8岁的小学生张熙在自己的小书房里练习弹琴。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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