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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县田家村毕务祥自建图书室帮村民致富，成长一波三折

拣拣出出来来的的““农农家家书书屋屋””欲欲再再开开张张

核心提示：人要患眼病，后果很严重，治疗
无方法，白花冤枉钱！像中老年人常患的白内
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
变等眼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致残致盲，身心遭
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影响整个家庭，防治眼
病刻不容缓！

不不花花一一分分钱钱
治治好好您您眼眼病病

一本改变中老年人眼病命运的防治奇书！

眼睛被誉为“心灵之窗”，一向倍受人
们的呵护、珍爱。然而，眼睛又是人体最娇
贵的脏器，极易染上各种疾病，让人懊恼不
已，痛苦不堪。因此，对于眼病的治疗，更
要备受关注。

白雾蒙眼、干涩疼胀、飞蚊飘动、视物变
形、光感消失……很多中老年人饱受着白内
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
病变等眼病的困扰。轻者视力下降、视物模
糊不清，重者致残致盲、生活在黑暗中!

那么，中老年人既然患上了白内障、青
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等眼病，又该怎样接受正规治疗、尽快康
复、重见光明呢？治眼病，不患重而患无方!
为协助广大中老年人全面防治眼病，经组
织协调，中华眼病康复促进会在我市有

500本《100天根治眼病》公益发放。
该书系统地揭示了中老年人眼病的发

病根源，更对当今普遍治疗方法进行了科
学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有效的权威解决
方案，实现了让中老年人眼病患者"消除症
状、提升视力、远离失明 "的愿望。现在，已
有数十万患者朋友通过该书科学指导获得
了康复。

目前，500本《100天根治眼病》开始面
向我市中老年人眼病患者进行公益发放。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着白内障、青
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等眼病侵害，或者不知道选择什么有效的
方法进行治疗？您只需拨打我们的免费申
领热线400-833-9455，一本中老年人眼病
防治手册免费送到您手中!

一本好书 让您远离失明的厄运———

来电即送 送书上门
申领
对象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者
◆眼睛干涩、痛痒、昏花、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畏光怕光者
◆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视网膜病变者
◆白内障等眼病手术后担心复发者

免费申领热线：400-833-9455

由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再到后来的上百本、上千本，一个小规模图书室在十几平米的破旧屋里形成了。再后来还给它搬搬到村委会办公室安了新家。在很多村民
眼里这里是对知识渴望可求的海洋，是村民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地方。如今，村民懒得往这里凑，书也闲着落满了灰。它它的主人毕务祥心疼不已，只好决定搬回旧址。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废品堆里拣出“农家书屋”

驱车沿着南水北调河道北侧东行数
十里地，终于来到了邹平县码头镇田家
村。村头是一红色大铁门人家，铁门已很
旧，不过宽得很，在农村很少有这样宽敞
的大门。在此停车等候村民毕务祥。

今年53岁的毕务祥曾是附近村子里
响当当的人物，他很早以前是村里经营废
旧书报生意的，1997年开始回收废旧书
报，渐渐地客户源也越来越多，生意越做
越好。毕务祥就把村里一处废旧的榨油厂
租了下来，用来囤积货物。毕务祥也与周
边县城的出版社联系起来做生意，每次出
门回来都是满满一车的货，收集的废旧书
报可达几十吨，堆在院子里像一座小山一
样。

在回收的废旧书中毕务祥发现，有些
废书籍和报纸还很新，而且可读性和知识
性都很强。同时出于对知识的热爱，他就
把它们一本本地拣出来，留着自己饭后茶
余阅读。往后只要从收购处收回的废旧书
报他都会挑拣出几本存放，时间久了，他
所积累的书就有上千本。

平时去他家串门的朋友，看到他的屋
里桌子上摆放着的书，随手拿起看个不

停，坐着一晚上都说不上几句话。毕务祥
发现，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他家也是拿起
书看着津津有味。2003年，他索性就自己
腾出两间自家的房子，重新进行粉刷，办
起了“农家书屋”，免费供乡亲们看书。“这
些书可以增长乡亲们的知识，开阔乡亲们
的眼界。本来就是废旧的书，能让大家都
看看学点东西就更有价值了。”毕务祥说。

图书室初建完成后，书也越攒越多，
来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些邻村的村民
骑着车子前来看书、找资料。毕务祥就把
村里淘汰的衣橱修改成书橱，又买了些书
架，配备上书桌、椅子等把图书馆逐渐完
善起来。

有些看书的村民看完之后把书放在
桌子上就走，自己忙着生意也没有空闲时
间管理图书室了。毕务祥就把退休教师田
明轩和老书记田明璞聘请来做图书管理
员。毕务祥说：“这样村民随时可以来看
书，不仅方便还避免图书室杂乱。”

到2005年，这所乡村图书室已有图书
9000多册，包括历史、时政、文学、教育、农
业科技等20多类。每天村民忙完农活都赶
往这里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

◆图书室迁址开拓村民致富路

2004年在外做废旧印刷品生意的毕
务祥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丢下生意，回
家当起了村里的支部书记。当时的田家村
环境特别差，下雨天，外村的村民进不来
本村的村民出不去，村里连自来水都没有
通上，村办公室更是破旧不堪……

毕务祥上任后，给村民修路、通水，当
然也新建了办公室。在建设办公室时，他
格外多规划出了两间房子，想要把自己的
图书室搬迁到距离村民家较近的地方，更
方便村民取阅图书。

之后的几年里，毕务祥忙于村里建
设，生意都是雇佣别人去拉货。拉回来的
货物再由他的图书管理员挑选，不断地往
图书室内添加书籍，到2008年，他的图书
室已经有万余册的书了。

图书室内的书籍种类繁多，学生的书

籍最多，村里的孩子都会来这里借书阅
读，有的看上了想用的，毕务祥就送给他
们，以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村民通过看书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好
东西，村民田道兴在借阅的图书中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致富项目，建起了一家养
猪场，年获利3万元。田旭等几位村民利
用学到的科技种植技术，种植无公害韭
菜亩效益达到3000元以上。农民尝到了
读书的甜头，来这里借阅书刊的人也接
踵而至。

慢慢地村民思想也活跃起来，每个人
都开始寻找自己的致富路。有的村民养
殖，有的买车跑起了个体，村里还成立了
工程队在外搞建筑。村里的人均收入也增
长了不少，田家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

◆主人没有了图书室的钥匙

2011年毕务祥的妻子身患癌症，他也
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陪着妻子到
处看病，生意自然也就荒废了。图书室的
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改变，由曾经红遍全
县、全市乃至全国的图书室，变得冷冷清
清。

距离2015年羊年春节还有两天，记者
来到了毕务祥最原始的图书室，原来村头
上那个宽大红铁门的人家就是毕务祥的
厂房，原先的图书室就是在这里。一排排
老房子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存放着高高
的废旧纸堆。毕务祥说：“这些房子里都是
用来屯货的，现在是当仓库用。”

跟随毕务祥的脚步来到一间正北方
向的屋子，打开屋子里面破旧不堪，像是
许久没人居住的样子。进去里面还有一

件房子，门框上有三个玻璃框，其中一个
还贴着一张退色的红纸上面写着“室”
字。毕务祥说，这间房就是刚开始的图书
室。

往里走三张床、两张桌子，还有一台
老式电视，桌子上还有几本书放着。毕务
祥连忙打开桌子上的抽屉，因为里面还存
有他存起来的书。再仔细观看也很难想象
原先的图书室里的情景了。

毕务祥说：“自从搬出去，这里就变成
了休息室，也就没有书了。”随后他又领着
记者来到村委会办公室，本想展示一下现
存的图书室。却忘了自己连图书室的钥匙
都没有，只能眼巴巴的往图书室里瞅。“变
成这样我很心疼，那书可都是一本本攒起
来的，如今变成这样太可惜了。”

◆为村民决定重新收回管理

看着自己当年辛苦累计下来的图书
室变成如今的样子，毕务祥心疼不已，决
定跟村里了个打招呼，要把它重新搬回自
己的家里管理。

在妻子去世的三个月后，仗着当年的
人脉关系，于2014年8月重新捡起自己的
老本行，借别人的车去周边各市的印刷厂
跑生意。“现在我又开始跑生意了，还拉上
了我弟弟一起干，以后拉回书来，还要积
攒起来，往图书室里加。”毕务祥说。

田道兴说：“这是个好事啊，希望毕务
祥能把图书室再开起来，肯定还会想以前
那样有很多人去看的。”

村民田杰说，在村子里把图书室再开

起来是有必要的，是营造一种文化氛围，
也是引导村民上进的好方法，更是让家长
给孩子树立爱看书的榜样。

“把书运回去整理分类，一定再把图
书室开起来。”毕务祥说，要与时俱进，不
能光看过时的书籍，还要买些新书添进
去。

今年春节过年毕务祥在家四天陪老
母亲，又去了市里的儿子家陪孙子。大年
初六回家准备走几个亲戚后就去收旧书
了。“早点下手去收，看看能碰到好书不，
图书室得早点建好啊。目前，重新拣出来
书籍又有近百本了，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成
长起来。”

利君牙科丢失地方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370402198105011668M0纳
税人姚利君，特此声明。

挂失

毕毕务务祥祥在在整整理理仓仓库库里里的的书书籍籍。。

纳 税 人 名 称 ：李 静 ( 税
372321197009100266M0)，登记
注册类型：个体工商户，丢失发
票领购簿。特此声明，2015年3
月1日

挂失

纳 税 人 名 称 ：李 静 ( 税 号 ：
372321197009100266M0)，登记注册
类型：个体工商户，丢失50元定额发
票 8 本 ( 发 票 号 ：0 0 1 7 4 2 0 1 — ——
00174600)。特此声明，2015年3月1日

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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