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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位于郏县广阔天地乡邱庄村的一鸣
书居，夹于民居间，是一幢三层灰砖小
楼，院子被高大的竹子掩映，院内流水潺
潺。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就能看到客厅
里摆满书籍的通顶书架。走进去，缓缓
的钢琴曲萦绕耳边。随手拿本书，坐在
落地窗前，阳光洒在书上、身上，美得像
梦境。6月 12日，几个阅读者坐在客厅
里，其中有外地慕名来度假的，也有村里
的学生。

颠覆认知，把老宅建成“图书馆”

一鸣书居的主人黄普磊是一名“老
文青”，今年49岁，邱庄村人，曾在郑州
一家媒体工作。每次回家，黄普磊总能
碰到村里三五成群的孩子，骑着自行车
四处转悠，这让他萌生了建图书馆的念
头。2016年，他开始建公益图书馆。“当
时我在村里费劲儿盖房子，街坊邻居都
嘲笑我说‘在这儿盖这么好的房子有啥
用？’现在，他们的孩子也经常过来读
书。”黄普磊说。

2017年 8月，一鸣书居落成。一楼
是书屋、茶室、咖啡吧，免费供孩子们用；
地下室有影音室、乒乓球室，供孩子们娱
乐；楼上是客房，供人住宿。“一开始只想
建一个图书吧，后来考虑到运营、管理成
本，又加入商业模式，把平时不住的客房
作为民宿共享出去。”

这是一个“规矩最多”的民宿，也是
“规矩最少”的图书馆。在这里住宿的客
人不准醉酒、不准抽烟、不准打牌、不准
喧哗……一切不利于读书氛围的行为都
被禁止。如果来看书，不需要证件、不需
要费用，无论是谁，都可以来。

如今，一鸣书居已经成为村里孩子
们最喜欢的地方。“我来学习时曾给同学
们拍照炫耀，他们都非常羡慕我，在家门
口就有这样好的读书环境，关键还是免
费的。”今年19岁的邱圆圆说，她从初中
开始就在这里看书学习，如今已是河南
农业大学的大一学生。

像邱圆圆这样的孩子，一鸣书居还
有很多。“一鸣书居看着很多孩子慢慢长

大。”黄普磊说，书居与邱庄村中心小学
仅一墙之隔，为了方便孩子们随时来读
书，他跟学校商量后，特意开了一道后
门，孩子们可以过来看书、喝水，也可以
打乒乓球、看电影。

在书居客厅的一角，有一个摆满杯
子的柜子，每个杯子上都写着孩子们的
名字，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喝水杯。

服务村民，书居成了“文化课堂”

2007年，中国全面推开“农家书屋”
文化惠民工程。2012年，河南的农家书
屋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随着一鸣书居
的知名度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跟
着导航找到这里。“我家也有宅基地，也
想给村里的孩子建一个图书馆，可以
吗？”很多人打电话询问黄普磊。在他的
带动下，一鸣书居这种新型的农家书屋
已在河南建成了近20家。此外，海南等
地的农村也有了一鸣书居的身影。

现在，一鸣书居又有了一个新规矩：
凡是愿意给孩子免费授课，为村民办公
益讲座、义诊或捐赠 10本书的客人，当
天食宿全部免费。“希望通过这些方式，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中来。”黄普磊说。

如今，一鸣书居不仅是村里的阅读
空间，还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

“我们会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举办模特
大赛、插花等活动，帮助乡村女性找到兴
趣，找回自信。”黄普磊说。

来自郑州的张佳今年30岁，带着两
岁的女儿和老公来过周末。听说一鸣书
居的“规矩”后，这名毕业于中国戏曲学
院、目前在河南大学戏曲专业攻读研究
生的辣妈决定：为孩子们上一节戏曲
课。6月 13日上午，张佳的戏曲课堂在
邱庄村中心小学开课，看着孩子们饶有
兴趣地听讲，张佳说：“以后我想经常过
来，把戏曲课持续讲下去，为孩子们普及
我国传统文化。”

闲暇时，黄普磊经常邀请村民喝茶
聊天，久而久之，大家都喜欢上了这种生
活方式。不少村民家里来了客人，也喜
欢把客人引到书居喝茶、看书。一鸣书
居这个曾被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评选为
首批精品民宿、被誉为“美丽乡村书屋”
的地方，正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一鸣书居：

藏在村镇的“文化客厅”

□本报记者 孙书贤

6月 12日下午，郏县渣园乡杜庄村
农家书屋里空调开放，凉爽怡人，李刚
生、李国平等几个村民趁着午后时间在
这里看书。“农家书屋是俺村的幸福屋。”
杜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利说。

孩子成长的摇篮

杜庄村农家书屋有藏书2000多册，
涉及少儿、种植、养殖、文学、历史等。该
村文化管理员王俊娜负责农家书屋的日
常管理、借阅。该村每月开展一次读书
周活动，每半年开展一次“小手牵大手”
读书活动，并组织志愿者开展为老党员、
留守儿童送书上门活动，每年评选一次
读书之星，开展有奖阅读，使读书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

每逢周末，农家书屋就成了孩子们
理想的去处，寒暑假更是孩子们的乐
园。书屋里寒冬暖意融融，炎夏则凉爽
怡人，孩子们在书的海洋里畅游，忘我地
阅读，享受读书的乐趣。

王俊娜说，杜庄村把农家书屋打造

成为知识的大课堂，成为学生假期的“充
电站”，顺便解决了孩子假期不好管、安
全隐患大的问题。书屋专门设置有儿童
类书籍报刊区，既有孩子们爱看的童话、
漫画等读物，也有经典名著、中国传统文
化系列图书、少年励志名人传记等。

“自从建起了农家书屋，孩子们来这
里看书的积极性非常高，不仅增长了知
识，还减少了往河里游泳、在公路上玩耍
以及沉溺网络的问题。”李明利说。

在郏县三立国际学校就读的刘思琦
喜欢来农家书屋。阅读拓宽了她的视
野，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她的学习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李婉茹是个初中生，只要
回到村里就会去书屋。她还带着同学和
父母来书屋阅读，已连年被评选为村里
的阅读之星。“农家书屋给了我太多的快
乐，是我茁壮成长的摇篮。”李婉茹说。

阅读敲开致富门

村民李刚生是农家书屋的铁杆粉
丝。农闲或者下雨天，他喜欢来书屋，文
学、历史、科普类，都是他的阅读选择。
阅读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帮他敲开

了致富的大门。
李刚生阅读科普书籍时发现，芍药

不仅美化环境，而且经济效益可观。他
把村头的30亩荒地租下来，引进优质芍
药品种，按照书里的方法精心种植、管
理。每年春天，芍药姹紫嫣红，成为远近
闻名的打卡地。芍药花瓣采摘下来，加
工后能卖上好价钱，芍药根也能当作中
药材，经济效益非常可观。通过种植芍
药，李刚生走上了致富之路，日子过得很
滋润。“是农家书屋让我敲开了致富的大
门。”李刚生由衷地说。

村民李国平对农家书屋也深有感
触。村里开展小手牵大手读书活动后，
他和儿子一起去农家书屋读书，去了几
次就尝到了阅读的甜头。阅读让他的生
活充实了，视野拓宽了，也让他发现了致
富的奥秘。他租下20亩土地，按照科普
书籍中的致富秘典指点，引进优质甜瓜
品种，以农家有机肥和芝麻饼当肥料，瓜
熟后香甜可口，口齿留香，一季甜瓜的收
入就超过全年的其他所有收入。

“古人说书中有黄金，真是一点都不
假啊！”李国平高兴地说。

杜庄村农家书屋：阅读敲开幸福门

人们在一鸣书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