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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金金店店建建起起爱爱心心书书柜柜，，书书免免费费看看
每天有20多个孩子来看书，店老板说耽误点生意也值

街头爱心书柜

成孩子阅读乐园

8月23日，牛双的“爱心书柜”收到
泰山区关工会捐赠的100多本新书，四
个书柜里已经满满当当，图书总量超过
了1000本。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收到爱
心捐赠，爱心书柜也不是她做的第一个
公益项目。

34岁的牛双6年前自己开了一家
店，经营五金电器等小物件。今年3月，
她把自己店铺外墙粉刷一新，联系岱道
庵小学老师，设计出一幅效果图，以一
棵绿色大树为主体，然后自己花了500
元钱，找人把效果图绘制到了墙面上，
一面“爱心墙”由此诞生。

6月份，她又有了建“爱心书柜”的
想法，免费提供图书借阅。爱心人士为
她提供了两个书柜，向阳社区又捐了两
个书柜，做好水泥底座后，四个书柜正
式开始使用。6月19日，她收到首批由四
家泰城爱心企业捐赠的图书，共500多
本，还有300个双肩包。当天，学校老师、
市民还捐赠了100多本书，一下子就填
满了一个书柜。记者看到，书柜里以儿
童书籍为主，俨然变成了孩子们的“街
头图书馆”。

耽误点生意也值得

老公儿子都支持

最初牛双建“爱心墙”纯属无意，源
于她母亲的一个小故事。“我母亲年龄
很大了，她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卖水
果。有一次天冷，一位阿姨怕她受冻，就
去给她送了一件衣服，还坚持让她穿回
家。”母亲给她说起这件事，她很感动，
恰好在新闻中看到其他城市关于“爱心
墙”的做法，她便征得了儿子和丈夫同
意，开始打造自己的“爱心墙”。

牛双的店里也卖教辅书，这成为她
建“爱心书柜”时最大的担忧。“我怕这
些免费借阅的书，会影响店里教辅书的
销售，所以当初考虑了很久都没下决

心。后来儿子跟我说，妈妈你就弄吧，这
样很多人可以来免费看书，你也可以看
书，这样多好啊。”儿子的话让牛双不再
犹豫，“爱心书柜”很快成形。现在看来，
牛双店里的故事书销售正常，不过教辅
书基本卖不动了，但她没后悔。

千余册书都登记好

借书不用花一分钱

记者发现，牛双“爱心书柜”里每本
书侧面都盖了类似合同用的骑缝章。牛
双解释，为了避免与自己店里的书混
淆，也为了让社会各界知道她不会把捐
赠的书拿来卖，她专门做了这个印章，
刻上“白云爱心书柜 书送未来”。每个
人捐的每本书，她都会盖上这个印章

后，再摆到书柜里。
凡是想来借书的人，都要在登记表

上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借阅书目、借
阅时间、还书时间。记者粗略数了数，登
记表每页可以留下20条借阅信息，自

“开张”以来，这种登记表已经用了接近
40页。“有的小朋友过来借书，还书的时
候，会再带回来三四本自己的书，捐给
我们。他们已经有了分享意识。”牛双
说。

恰逢暑期，除了借书的人，每天总
会有20多位小朋友到牛双这里看书，坐
在店铺南侧树荫下面，或者直接去她店
里，随便找个小板凳，总能坐好几个小
时。8岁的章文瑞住在紧邻牛双店铺的
向阳社区一区，每天下午5点左右，只要
没事就来她这看书。下午5点左右的时
段，也是孩子们扎堆过来看书的高峰
期，很多孩子会一直待到天黑。

八位爱心妈妈来帮忙

牛双有勇气坚持下去

在牛双看来，她做的这些事就像做
了一场梦，初衷很简单，却没想到会发
展到今天这么好。“社会中的爱心人士
很多，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平时自
己看店，看孩子，每天确实挺累。但看到
别人过来拿衣服、借书，我心里就觉得
美，想想就高兴。”

最近，牛双周围还聚起了8位“爱心
妈妈”，这几位妈妈都是张万城同班同
学的妈妈。她们有的朝九晚五上班，有
的自己做生意，在知道牛双做的事情
后，都成了她公益路上的帮手。平日里
大家去帮忙收拾衣服、打扫卫生、给牛
双出谋划策。23日，泰山区关工委去捐
书时，有三位妈妈还专门跟单位请假，
到了现场帮忙搬书、盖章、上架。

在泰安温泉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北
角，有一块五彩斑斓的公益小天地———

“爱心墙”回收旧衣旧鞋，清洗后无偿提供
给需要的人；“爱心书柜”陈列着1000多本
图书，随便谁都可以免费借阅。这里由一
家五金店的小老板牛双一手打造，也成了
孩子们乐意扎堆看书的“街头图书馆”。

文/片 本报记者 薛瑞 通讯员 付刚

孩子们来借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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