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后回乡自费办起书屋，免费对村民开放
┬身体不好、家人都在城里，他却坚持留在农村

花甲老人和他的“乡村书屋”
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汪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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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清河镇鉴

洼村，年过六旬的退

休老人鉴兆飞，靠着

自费购买、亲朋资助，

用自家老宅办起了一

间“乡村书屋”。凭借

着那一份执着，书屋

从无到有，藏书也达

到了两万多册。书屋

虽然面积不大，名气

却很响，周边很乡镇

的村民，特别是孩子

们都很喜欢来借书。

“现在就想再增加一

些书籍，藏书还是太

少了啊……”鉴兆飞

看着一排排书架，感

叹地说。

正聊着，从院子里走进来一个小
姑娘，她叫解红霞，是当地杜屯小学
的学生，小姑娘手里捧着两本作文
书，进了屋就熟门熟路地先把书按照
编号放回到书架上，然后翻着借书登
记表，找到自己借书的记录，然后签
上名字。

鉴兆飞说，鉴洼村可以说是清河
镇甚至鱼台县最偏远的乡村，村里没
书店，清河镇也没有，一说看书，村里
人从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家
里没书，村里没书，平常根本见不到

书，谁还能想到看书？”
也正因为这样，鉴兆飞萌生了

自己办书屋的想法。改老宅，垫地
基，买书橱，购图书，出院之后，鉴兆
飞拄着拐杖，一点一点地把书屋办
了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找了
杜屯小学的三个老师来帮忙，他们
刚好放寒假没事儿，顶着风雪天天
在我这儿忙活，用了2 0多天才算收
拾妥当。”鉴兆飞指着屋子角落里的
几瓶白酒，笑着说：“喏，人家来义务
帮忙，我也不能亏待了人家，就得好

酒好菜招呼着！”说完，鉴兆飞哈哈
大笑起来。

由于鉴兆飞一直自己埋头忙活，
却错过了县里的“农村图书室”计划，
没能享受到划拨的图书，“等我知道
这事儿的时候，文件纸都发黄了。”对
于书屋的未来，鉴兆飞早就想好了

“全盘计划”。“现在书还不够，添到五
万册就差不多了。”鉴兆飞说，现在的
书屋大概能放35000册图书，西边还有
一间卧室，他准备腾出来，刚好能放
五万册书。

鉴兆飞，鱼台县清河镇鉴洼村
人，曾任鱼台县环保局局长。2005年退
休后，清闲下来的鉴兆飞开始有了在
老家办个书屋，向村民免费开放的念
头。随后，鉴兆飞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期间因股骨头坏死，2011年在北京接
受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还没利索，
就忍着疼痛、拄着拐杖，离开了县城
的家人，回到乡间老宅，把书屋办了
起来。

鉴兆飞忍着伤痛忙活，亲戚朋友

大都很不理解，也一直没断过劝阻和
数落。“那时候就是想把这个书屋搞
起来，别人说啥我都不在意。”鉴兆飞
说，有亲戚朋友来看望，他就指着带
来的牛奶等营养品说“要送就送书，
那我比吃了营养品好得还快！”

见老人如此坚持，亲戚朋友们也
纷纷用行动支持。远在秦皇岛的一个
侄子得知了鉴兆飞的这个“爱好”，专
门给他寄来了两大箱书，其中有一本
还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布尔什维

克书籍，鉴兆飞爱不释手，郑重地将
书编上了“001”号。

采访中，一说起自己的“乡村书
屋”，鉴兆飞就别提多精神了，“现在
我的书屋有藏书近两万册，从年初开
始运营至今，已经有9000多人次的借
阅记录。”说着，鉴兆飞翻出书桌上摆
放地整整齐齐的一摞借书登记表，随
后翻阅几页，书名、编号、借阅人、日
期，甚至于借书的学生读几年级，记
录地非常详细。

“要来看望我，带书当礼物”

“就为让乡亲们有书看”

“你不想活命啦？瞎鼓
捣啥？”这是来自家人和朋
友的数落。

“你这儿一年下来，收
入不少吧！”这是来自世人
的“羡慕”。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
鉴兆飞一声不吭，硬生生
抗了下来。他一个人住在
鉴 洼 村 的 老 宅 里 ，守 着

“乡村书屋”和那些忠实
借阅者。老伴、儿女和孙
子 都 在 鱼 台 县 城 ，天 气
热，老宅里也没有空调，
所以孙子也不大来，儿女
们因忙于工作，也只在给
他送生活用品的时候过
来。老伴儿因为他只顾书
屋生了闷气，鉴兆飞就自
力更生，照看着书屋，没
事练练书法，因为腿脚不

便，他几乎足不出户。
凭 着 这 股 倔 脾 气 ，

“乡村书屋”的名声渐渐
传开了。“周围两个县四
个乡镇，几十个自然村的
村民，都来我这儿借书。
很多周围小学、初中的孩
子们，骑车十几里地，就
为了来借本书看。”鉴兆
飞自豪地说。

李洼村的村民李瑞芝
今年已经84岁了，很爱看古
典小说，没事就骑着自己的
三轮车，晃晃悠悠地过来借
书，一提起鉴兆飞的“乡村
书屋”，老人家马上竖起了
大拇指，“好啊！我们全家人
都常来鉴老这儿借书。”听
着老哥哥的夸奖，一旁的鉴
兆飞扇着扇子，光顾着乐呵
了。

鉴兆飞正在检查
图书的排序。

家人都在县城
他独自守候

放假了，孩子们
都喜欢来看书。


	H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