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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延召其实是宝丰县赵庄镇闵
庄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种地
外，还在乡政府、派出所、煤矿干过临
时工，经营过地毯厂、养鸡场等。
2002年，他将自家的6亩地租赁给别
人后，与妻子何敏霞在县城金三角一
楼摆摊经营图书生意。2014年2月，
他成立了宝丰香书林图书发展有限
公司。

“我总想，一个人解决了衣食住
行后，应该做些有益的事。这不仅是
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更是自
我价值的一种体现。而且我们的祖
辈也热爱读书，且常为乡里村里办好
事。”说起投身公益事业的初衷，娄延
召说，卖书让他有了积蓄，他要回馈
社会，把祖辈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他先后为宝丰县站前路小学、为
民路小学、迎宾路小学捐赠了价值
56600余元的教学用学习机；向宝丰
县二中、杨庄镇二中、肖旗乡中学捐
赠了价值16万余元的图书；2016年，
在赵庄镇中学的24间教室设立了读

书角；2018年，向宝丰县三中贫困学
生捐助价值 10 万元的图书……5 年
来，他共为社会各界爱心捐助了价值
130余万元的图书。

2016年 11月，在他的助推下，宝
丰县读书协会成立，吸纳了一些热心
公益的退休干部和在职领导干部，让
他们成为“阅读推广人”。目前，已有
13个乡镇、9个局委和一个企业成立
了读书协会。

宝丰县城关镇主任科员、城关镇
读书协会副会长郭慧说：“成立读书
协会后，我们在城关镇下辖的10个社
区设立了图书馆，居民通过读书不仅
提高了自身文化修养，家庭也更加和
睦。去年娄延召向10个社区的‘4点
半课堂’捐助了价值16万元的图书，
现在孩子们都爱去看书。”

为了让来到宝丰的旅客也感受
到“书香宝丰”的氛围，娄延召在2018
年又启动了“书香宾馆”行动，在宝丰
宾馆等多个宾馆的客房配备图书，供
旅客阅读或购买。

作为全民阅读的倡导者、推动者
参与者，娄延召被评为“2018年宝丰
县十大读书人物”。

没有免费的午餐，公益事业也要
有人来买单。不说读书协会，仅一个
公益图书馆，娄延召每年需要支付的
房租、员工工资、水电气暖等费用就
将近20万元，这些钱都是宝丰香书林
图书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

“这么多年，亏欠最多的就是妻子
和孩子，妻子每天晚上11点之前都没
有睡过觉，早上5点就起床了。我一
忙读书协会和公益活动，就没时间顾
公司，都是妻子一个人在打理，两个儿
子也几乎没有时间管。”提及家庭和
曾经的艰辛，娄延召流下了眼泪。

“成立公益图书馆和读书协会，
其实开始我和儿子都比较反对，因为
我们挣的都是血汗钱，他却每天花钱
如流水。后来，他不停地做我和孩子
的工作，让我们也多读书学习。渐渐
地，我也理解了，每次做公益需要钱
我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何敏霞说。

宝丰娄延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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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12月4日，记者来到宝丰县
玉带河南路金玉蓝湾小区的 24
小时公益图书馆，见到了娄延
召，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他正
在翻看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
密密麻麻记录着他需要办的事
情和阅读心得体会。

作为宝丰县全民阅读的倡
导者、推动者、参与者，娄延召今
年获得了由中央宣传部印刷发
行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
促进司联合指导，农民日报社主
办的 2019 年新时代“乡村阅读
榜样”，他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并
现场接受颁奖的人。

走进24小时公益图
书馆内，高低错落的书架
沿墙而立，“媒体推荐”

“成功励志”“医学养生”
“ 新 书 推 荐 ”“ 法 律 法
规”……书架上方醒目地
贴着标签，一排排图书整
齐地摆放着，柜台后面的
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

“书”字，下面写着“助推
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宝
丰”。

墙壁上，贴着该馆从
2018年底到2019年底读
者活动安排表和倡议书
等。活动安排共12项内
容，有每周一次朗读活
动、“书香校园”征文比
赛、“国庆节”红色著作推
荐阅读等，倡议书则倡导
大家“赠一本图书，献一
份爱心”。

“我从小就爱读书，
觉得书店是个特别神圣
的地方，可惜买不起书，
书店也不许我一直蹭书
看。那时我就想，将来开
个免费看书的店该多好，
我也一直为这个梦想而
努力，现在终于实现了。”
现任宝丰县文化市场协
会会长、宝丰县 24 小时
公益图书馆馆长、宝丰县
读书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的娄延召表示，24 小时
公益图书馆是 2014 年 4
月建成的，上下两层，占
地近200平方米，投资38
万元。他说，图书馆刚建
成的时候，说各种风凉话
的人都有，都说图书馆开
不了两年就该“呼啦”了，
但他坚持下来了。

在近6年的时间里，
24小时公益图书馆共接
待读者8万余人次，免费
借阅各类图书 20 万余
册，注册读者8600余人，

是河南省第一座农民公
益图书馆。图书馆内藏
书有 14 万册，各类书目
都有，到这里来看书、借
书的上有古稀老人，下有
稚龄儿童。只要在图书
馆内登记了图书卡，每个
人都可以外借两本书，到
期续借，每隔3个月图书
馆内的书就会更新。

家住宝丰县东中小
区的王红丽每天都会到
这里看会儿书。她说：

“我老伴儿有糖尿病综合
征，没事时我就拐这里多
看些书，能更多地掌握一
些这方面的知识，好照顾
老伴。而且这里的工作
人员都很热情。”

马丹在24小时公益
图书馆工作了近6年，她
说：“我刚到这里时，特别
不能理解，一个不挣钱的
图书馆有啥奔头。但是
近6年过去了，图书馆得
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走到大街上，别人都很尊
重你。我的孩子有时候
听到身边的同学说谁想
买书，就会自豪地说，我
妈妈在公益图书馆上班，
那里的书随便看，不要
钱。另外，娄总每年都会
组织员工到郑州、北京等
地学习，我觉得自己各
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每天前来借书、看书
的人络绎不绝，但让马丹
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家住
在闹店镇的母女，她们听
说县城有个公益图书馆
后，怕坐车晕车，母亲经
常骑着三轮车带女儿来
借书。按图书馆的规定
一个卡只能借两本书，但
是这对母女每次来，工作
人员都会多借给她们几
本书。

开办公益图书馆后，看到附近
乡镇不少村民进城来看书，娄延召
就在构思着把图书馆开到各乡镇
去，后来在“全民阅读”政府工程的
启发下，娄延召构想出了“惠民图书
进超市”的大众化方案。要在全县
各乡镇建立惠民售书示范点，让村
民足不出村就可以读到实用书刊。

“从2015年起，我们陆续向三十
多家乡间超市无偿配发了百余套书
架，打造出了第一批图书点。上架的
惠民图书不仅定期更新、免费借阅，
还可以半价购买。我们要求每个超
市最少放一个书架，两个组合，配备

图书不低于 500 册，种类不少于 50
种。”娄延召说。

在赵庄镇大韩村购物广场内的
书架前，不少孩子坐在小板凳上津津
有味地看故事书，还有村民在看与种
植有关的书。店主韩广奇说：“一到
节假日，不少家长就会带着孩子来，
孩子看书，大人买东西，最受欢迎的
是养殖类的和少儿读物。配送人员
每个月都会来好几次，看到缺什么都
会直接带来。”

马丹告诉记者：“去年夏天我们
来送书时，看到不少孩子在地上坐着
看书，回去跟娄总一说，他立刻安排

人买了10把小凳子送到了超市。”
在娄延召的办公室内，悬挂着一

张“书香宝丰”全景图，上面标注着红
色三角形、正方形、红色空心圆圈的
分别是已有惠民图书点、读书协会和
暂无布书点的乡镇。

娄延召指着画红色空心圆圈的
地方对记者说，把惠民图书点开遍宝
丰县的每一个村落，是他们下一步的
目标。

截至目前，他们已设立 121个惠
民图书点，拥有各类图书10万余册，
年均接待免费借阅和阅读群众220多
万人次。

24小时公益图书馆
让更多人爱上阅读

惠民图书进超市
让乡村亦有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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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延召在书店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