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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自掏腰包50万买书惠乡里
菏泽农民付炳刚创办农家书屋，藏书9万册免费供乡亲们借阅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本报济南6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刘帅 实习生 齐绍安) 6
月15日，枣庄的王先生带着妻子
和儿子坐动车去上海旅游，却不
想5岁儿子的右手臂、脸部被一
对上海夫妇拨倒水杯后烫伤，造
成深二度烫伤。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后，上海夫妇却一去不见踪
影，一直不接电话或关机。

26日下午王先生告诉记者，
6月15日，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从
枣庄坐动车去上海旅游。当日下
午3点许，坐在对面的一对上海
夫妇不小心拨倒桌子上的水杯，
热水洒在了5岁儿子的右手臂和

脸上。“伤势很重，我儿子当场就
哭了。”王先生说，随后在列车服
务人员和列车长的协助下，双方
达成初步口头协议，上海夫妇张
某和陈某承诺对烫伤负责。之
后，上海夫妇和王先生夫妇及王
先生儿子中途在南京站下车，前
往南京军区总医院就诊。“医生
诊断为深二度烫伤，当场进行了
简单包扎，共花费300多元医疗
费，上海夫妇垫付的。”王先生对
记者说。

事后，双方在南京高铁站
工作人员协调下，达成书面协
议。“张某和陈某承担我儿子后

续所需的医疗费用。”王先生告
诉记者，“我们要求当场付款，
但对方说自己身上钱不多，回
到上海后会将钱打入我们的银
行账户。”

之后王先生同上海夫妇一
起坐上开往上海的高铁。“但是
上海夫妇从上海虹桥站下车后，
到现在一直不接电话或关机，也
从不主动联系我们。我们就感觉
事情不妙了。”王先生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花费医疗费
5000多元，孩子仍住院治疗，估
计后续费用更多，希望上海夫妇
能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

动车上烫伤枣庄男孩
上海夫妇“玩失踪”

他，20多年自掏腰包50余万创办农家书屋；他，将9万多册藏书免费供乡亲们借阅；他，

被乡亲们称为致富路上的“图书参谋”；他就是菏泽市牡丹区北城办事处河东社区付庄村村

民付炳刚。近年来，付炳刚先后被评为山东“十佳农民藏书人”、山东“十佳书香家庭”，近日

又入选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之星”。6月25日，付炳刚向记者讲述了他与书的那些鲜为人知

的故事。

不让知识睡大觉

藏书免费借他人
2 5 日下午，记者来到菏泽

市牡丹区北城办事处河东社区
付庄村，付炳刚的家并不难找，
村里挂着“新农村图书馆”牌子
的普通院落就是付炳刚的家，
家里两间摆满各类书籍的房子
就是付炳刚创办的农家书屋。

在付炳刚的农家书屋里，
藏书分门别类地塞满了两间屋
子，外间的书架上放着适合农
民阅读的种植、养殖等农科类
书籍，里间的书架上摆放着社
科类书籍。他的藏书门类众多，
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历
史、文学、医学、艺术等领域。
而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付炳
刚介绍，由于空间有限，书架上
摆放的书籍只有 3 万余册，他
更多的书则打成包堆在了贮藏
室。“只能循环着摆放，大概月
余分批更新一次。”付炳刚说。

农家书屋外间的桌子上放
着付炳刚自制的借书登记本，
上面记录着外借书目、借书人
等简单信息。付炳刚介绍，他对
外借书没啥规矩，“来借书的都
是有素养的人，不用担心不归
还，只登记书名、人名和联系方
式就行，熟人联系方式也不用
留。”付炳刚说。

“不让知识睡大觉，藏书万
卷益万人。”付炳刚的书屋里随
处可见其书写的感言。付炳刚
还把这句感言作为农家书屋的
宗旨写在书屋宣传栏处。为了
这个宗旨，付炳刚不仅坐等读
者去借书，还常常手捧图书去
找读者，每次购进新书后他都
会将通知贴到河东社区的街街
巷巷，让人们前去借阅。

千里赴上海

只为一本书
记者还在书屋宣传栏处看到

他的捧书找读者计划：“星期二赶
杜庄集，带农业科技书”；“星期四
赶刘寨集带素菜类书”；“星期六
去天香公园，带儿童类书”……付
炳刚说，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按
计划带书出摊。

今年53岁的付炳刚从中学时
代起就酷爱读书。谈起他与书的
故事，付炳刚说，为了读书他干了
不少“傻事”。

高中时，他从一个同学家借
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
了一遍不过瘾咋办？付炳刚竟把

《战争与和平》抄了一遍，这一抄
便是4个月。“一点没感觉累，从中
得到很大的乐趣，就仿佛在跟大
师对话，每句话都很有讲头。”付
炳刚说。

高中毕业后，24岁那年他在

新华书店看到刘再复的《性格组
合论》，很喜欢，次日，拿着钱去买
时，营业员却告诉他，由于《性格
组合论》没人买，已退回出版社。

“哪个出版社？”付炳刚着急地问。
一查退单得知：上海文艺出版社。
于是，为了买这本书，他赶紧回家
借了19元钱，搭上从菏泽到兖州
的汽车，又从兖州乘上到上海的
火车，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之前
他连菏泽都没出过。

然而，当他到了上海找到出
版社，人家却告诉他书还没退回。
求书心切的他随后找遍了上海的
大小书店也没找到这本书。让付
炳刚庆幸的是，当他身上的钱花
得差不多准备打道回府时，在上
海火车站广场的一个小书摊找到
了这本书，花3元买到了定价4元
的《性格组合论》。付炳刚掩饰不
住买到书的激动。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从菏泽夹斜路图书市场进了
一批书，开始在菏泽八一街摆
书摊。这生意虽然收入不多，却
让喜爱读书的他从此与图书结

下了不解之缘。

“图书参谋”

帮农民致富
每经营一种书，付炳刚都

要收藏两本，从此开始了他的
藏书生涯。20多年来，他收藏了
9 万 多 册 图 书 ，办 起 了 乡 间 书
馆，供乡亲们免费借阅。后来，
他 响 应 政 府 建 农 家 书 屋 的 号
召，以自己的书馆为基础，办起
了农家书屋。

起初，来书屋阅读的人并
不多。他分析原因发现，原来他
根据个人喜好，收藏的多是历
史、文学等社科类书籍，而乡亲
们需要的是种植和养殖方面的
书。于是，他忍痛割爱毅然将收
藏多年的历史、哲学社科类部
分图书卖掉，购进乡亲们喜读
乐看的畜禽养殖、农业种植类
图书。

这样一来，前来借阅书籍的
人越来越多，十里八乡种地的、养
殖的、做生意的，都从付炳刚那儿

得到过帮助，付炳刚“图书参谋”
的称呼也不胫而走。不仅乡邻前
来借阅，甚至外县的人得知后，也
慕名而来求书。

郓城县唐庙乡农民李瑞华承
包村里150余亩土地，连年赔钱，
最后连土地租金都难以支付，这
让李瑞华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
想起了付炳刚，他在媒体上得知
付炳刚家有众多农业种植方面的
图书，免费让老百姓借阅，于是驱
车50余公里，来到付炳刚的农家
书屋，打算从书堆里找到发家致
富的锦囊。

热心的付炳刚随李瑞华到承
包田里考察，他发现李瑞华的承包
田属贫瘠类淤性土壤，建议李瑞华
种植绿豆、红小豆等杂粮作物，较
肥沃的土地种植大麦，并把《杂粮
种植问答》、《大麦的种植与管理》
等书籍交到李瑞华手中。果然，李
瑞华的承包田开始见效益，他高兴
地逢人便说，“有今天的丰收，多亏
了付老师亲自来俺田里考察并搬
来资料，让俺的大麦、小杂粮闯入
了大市场。”

付炳刚展示他的藏书。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5岁男孩被烫伤的右手臂。

付炳刚画的“送书到农家”漫画。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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