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热心心父父子子自自办办公公益益农农家家书书屋屋
收藏图书近5000册，供村民免费借阅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刘旭东

临清金赫庄镇野村寨村，43岁的董其甫和他76岁的父
亲在自家熟食店内建起了“新农村图书馆”，藏书近5000
册，免费向村民借阅。从今年农历4月份开馆到现在，已有
200多人次借阅图书。

藏身熟食店内的农家书屋

受老人捡废品捐书报道启发

董其甫说，他去年在报刊
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一位老
人20年来用其捡废品的钱，买
书无偿捐赠给家乡学校的报
道，对他影响非常深。“我们虽
是平原不是山区，条件相对还
算好一些，但是想现在农村缺
少书籍的确是个事实。我和我
父亲平时又积攒了不少书籍，
所 以 就 想 拿 出 来 和 大 家 分
享。”董其甫说。

董庆海说，孩子在今年农
历四月份告诉他想建一个农
村图书馆，他当时就很支持，

并表示要将他自己的保存的
一些书籍捐出去，放到图书馆
中让邻里借阅。

“我虽然学没有上好，但
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非常喜
欢看书，为此也保存了不少
书。”董其甫说，书多了自己在
家放着也没有什么用，不如拿
出来让大家都看一下。

在董庆海父子开办的“新
农村图书馆”中，所有的书籍
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免费借
阅。只是外村陌生人需要交一
定的押金。

每周都到废品收购站淘一次书

董其甫的“新农村图书馆”开
办以来，为不断丰富其馆藏图书，
他每周都抽出时间就到旧书摊和
废品收购站去淘书。

“之前自己和父亲保存的书籍
都是我们喜欢看的，虽说种类很繁
杂，文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
都有，但是如果要是办一个图书
馆，书的类别毕竟还是少。”董其甫
说，为不断丰富书籍的种类，又限
于自己的经济能力，他每周都到旧

书摊和废品收购站去淘书。
董其甫说，废品收购站有不少

书是家里的孩子考上大学之后，家
长觉得他们孩子的书留着没用而
且还占不少地方，在没有经过孩子
同意就将书卖到废品收购站了。

“废品收购站收购价格是每斤5毛
钱，我以每斤1元钱的价格将自己
挑好的书买回来，放在图书馆中供
村民看。”董其甫说，他每周都要去
进一次肉，每次都经过废品收购

站，所以每周他都要到废品收购站
去淘一次书。

对于董其甫的行为，妻子刘
桂香很是支持。“开图书馆免费向
邻里借阅图书是好事，但是现在我
们力不从心。”刘 桂 香 说，现在他
们精力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他们孩
子也都正在花钱的时候，再添置图
书 经 济 压 力 确 实 很 大 。“ 这 每 年
3600元的房租对于我们来说都倍
感压力。”

17日上午，董其甫在店内给顾客称熟食，他身后是摆放部分藏书的两个书架。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1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聊夏路野村寨段，这个不起眼
的农家书屋藏身于一熟食店
内，店门口一侧的墙上挂着：

“新农村图书馆，免费借阅”。
进入店内，两个木质书架

靠墙摆放，上边摆满了各类书
籍。在书架前边有一个摆满熟
食的货架，货架南边摆放着刚
烤出来的蛋糕、月饼等。这些
书籍、食物摆放于一屋，在满
足你口腹之欲的同时，也满足
你的精神需求。

“由于条件限制，现在只
有这两个书架，是我从废旧家
具市场买来的。”店主董其甫
说，“图书馆”今年农历四月份
才开，现在也就几百册书。

董其甫的父亲董庆海说，
藏书主要是由他和儿子董其
甫平时收藏的，几十年来，他
们收藏了近5000册书籍，现在
由于条件限制，还有大部分书
籍没有搬运到图书馆，但是如
果村民想看可以到他们家中
借阅。

《明珠苑2000居民停水9天》追踪：

见见报报当当天天下下午午小小区区恢恢复复供供水水
本报聊城9月22日讯(记

者 凌文秀 ) “我们小区
来水了！”18日，明珠苑小区
居民吴女士致电本报记者
报喜。本报当天C05版刊发
了《明珠苑2000居民停水9
天》的报道，下午6点多，小
区恢复了供水。目前，小区
正准备与供水公司及开发
区分管街道协商小区管理
问题、及补交欠缴的水费。

22日下午，小区业委会
和小区部分业主代表聚在
一起协商此事。小区业委会
负责人杨先生说，目前小区
虽然恢复供水，但之前的一
些问题仍然存在。而主要问
题仍然是围绕着“水费该谁
收取”来展开，供水公司私

自更换了小区水表和阀门
之后，小区水损严重，每个
月多交好几千块钱的水费。
而且换了新的水表和阀门
之后，小区经常水压不够
大，每到用水高峰期，很多5
层和6层的住户家中就停
水。目前这种情况，肯定不
能持续下去。

“我们主要探讨两个问
题，一个是小区欠缴的水费
如何收上去，另一个就是小
区进行供水系统改造的问
题。”杨先生说，“我们准备7
到10个工作日内，协商出如
何缴纳欠缴的水费问题。”
而小区供水系统要花费很
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
需要协商解决。

据了解，该小区建了已
经13年了，供水管道已经严
重落后，并且存在部分水损
耗问题，为了能把小区供
水、水费收缴的工作全部交
给供水公司，小区业委会觉
得，进行供水系统改造不失
为一个好办法。

“我们准备联系开发区
管委、供水公司以及我们小
区的住户，准备由政府出资
一部分、供水企业出资一部
分、我们小区居民出资一部
分，共同完成小区的供水管
道改造问题。”杨先生说，等
改造完成，小区能实现供水
公司要求的“抄表到户”标
准后，就能把水费收缴的问
题交给供水公司了。

聊聊城城精精品品豫豫剧剧获获邀邀进进京京演演出出
入选“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剧目

本报聊城9月22日讯(记
者 凌文秀) 今年是中国
戏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
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特意举
办了包括“梅花赞-中国戏
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专场
汇报演出”等系列活动。聊
城市豫剧院的《大明贤后》
被特邀进京，作为“庆祝中
国戏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
系列演出重头戏上演。

豫剧《大明贤后》是聊
城市实施精品工程以来创
排的一部文艺精品，是一
出充满喜剧色彩的历史故
事剧，塑造了一个质朴贤
德、心系天下的“大脚马皇

后”形象。明朝开国皇帝朱
元璋和皇后马秀英都是农
家出身，虽位高权重，但却
带着农民质朴、爽直的根
性。老年的朱元璋变得刚
愎自用，“株连案”更是搞
得人人自危。为救忠臣宋
濂和江山社稷，马皇后巧
借皇帝踏青之际，和翰林
谢缙冒死奏本，终于使朱
元璋幡然醒悟大赦天下，
并成全了女儿和谢缙的婚
事。整个舞台呈现风趣清
新、活泼幽默的风格。

该剧由现任山东省聊
城市豫剧院院长兼书记、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

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92年获中国戏剧“梅花
奖”、2009年再获“二度梅”、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
演奖获得者章兰院长担纲
主演，2005年创作当年进入
市场，现今已连续演出四
百余场，场场爆满，先后获
得中国第十届戏剧节表演
大奖、中国地方戏南北片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优 秀 表 演
奖、二度梅花奖。2010年入
选“中国第九届艺术节”荣
获文华表演奖和优秀剧目
奖，并荣获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2010-2011年度资
助剧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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