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6.30 星期四 编辑 张骞 美编 王玉 校对 施学勤

乡
村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6月25日上午，室外酷暑难耐，郏县
姚庄回族乡姚庄阅读室内却凉爽怡人，
众人正聚精会神地看书。“姚庄阅读可是
打开姚庄人致富之门的金钥匙啊！”姚庄
回族乡主管宣传的副乡长曹一迪说。

姚庄阅读让姚庄走红

走进姚庄阅读，走廊里、楼梯口、房
间里到处都浸润着书香，墙壁上用竹子
做的书简透着厚重的文化气息。

据曹一迪介绍，姚庄阅读建于2009
年，位于姚庄回族乡人民文化广场，占地
面积1000平方米，有房屋26间，设图书阅
览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青少年活
动室等7个功能室；从一楼到三楼有图书
两万余册，提供免费借阅、茶水饮用和电
子阅览服务。

姚庄阅读管理员金雷说，姚庄阅读
是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打卡地，群众可
随时来享受书香带来的宁静和充实，也
可免费借阅，把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阅
读。该乡每年都在全民读书月里开展有
奖阅读活动，对评选出来的阅读之星进
行奖励；每月开展一次读书周活动，让全
民读书成为时尚。

优雅的读书环境、种类众多的书籍，
也吸引了外地人来阅读，这让姚庄阅读
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姚庄阅读二楼，每个房间都散发
着醉人的书香。拥书而眠、亲子共读、枕
卷席文、高山流水、红袖添香……每个名
字都让房间有了鲜活的灵魂。

郏县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艳萍是
姚庄阅读的常客，常常是半天畅游姚庄
美景，半天沉醉于书香，晚上则在“红袖
添香”里写作。“来姚庄阅读，是一种心灵
的享受。”王艳萍说。

郏县籍书法家李渔樵每次从苏州回
到家乡，都要来姚庄阅读沐浴书香。“姚
庄阅读，是一座真正的乡村图书馆，让外

界人读懂了姚庄。”他说。
“姚庄阅读的宗旨就是通过各种阅

读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提升群众
的综合文化素质，打造游客的心灵驿
站。”姚庄回族乡乡长虎东辉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居民李应品家住 郎庙村，父母经营
牛肉、烧鸡店，是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自姚庄阅读开放后，李应品就成
了这里的忠实粉丝，历史文化、商学经营
等书籍是他的良师益友。大量的阅读让
他视野开阔，也让他在销售方面受益
匪浅。他将书中所学应用于食品包装改
革，设计新颖、高端大气。李应品阅读党
史书籍后，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如今，他已成为一名入党积极
分子。“姚庄阅读让我得到了成长。”这位

很有上进心的小伙子说。
小张庄村的张军良也是姚庄阅读

的常客，他发现种植猕猴桃前景好，便
在姚庄阅读里找到猕猴桃种植和管理
的书籍认真学习，学会了猕猴桃冬季剪
枝、春季疏花疏果等技术。2017 年，他
引进红阳、金桃两个猕猴桃品种，种植
了 10 亩猕猴桃，并按照书中的技术指
导，给猕猴桃施用牛羊粪等农家肥。
2021 年秋，张军良的猕猴桃首次挂果，
虽然产量不高，但由于质量好，经济效
益可观。今年春天，张军良又利用在姚
庄阅读里学到的嫁接技术，对猕猴桃品
种进行了嫁接改良，创新出翠香、阳光
金果两个优质品种。

眼下，张军良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
大的猕猴桃挂满枝条。“今年有望实现亩
收入超万元，姚庄阅读可是立下了汗马
功劳。”张军良激动地说。

姚庄阅读：

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

□本报记者 李霞

“农家书屋的环境好，书也多，我空
闲时带俩小孙子来，我看养生保健和农
业科技方面的书，他俩看小绘本或连环
画。”6月28日下午，湛河区荆山街道统张
村村民张国跃午休起来，就提着一个大
茶杯，来到村里的农家书屋。

风雨十多载 农闲“泡”书屋

农家书屋位于村便民服务中心二
楼，面积30多平方米，收拾得非常整洁，
房间南墙被几个大书柜占据，文化、科
技、少儿等3000余册图书排列整齐。

“这本书上讲的番茄生虫的情况跟
我家番茄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书里还
有治虫的方法，我回去可以试试。”

“我家去年种了一亩多西洋菜和新
西兰菠菜，我看看有没有相关种植的书
籍，今年我想扩种。”

张国跃来到书屋时，已有不少村民
在翻阅，大家一边看，一边交流。张国跃
在书桌边找个位置放下水杯，从书柜内
挑出《大棚丝瓜种植技术》浏览起来。

据统张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张红彬介绍，书屋始建于2008年，2011年
服务中心扩建后从一楼挪到二楼，每年
都会向街道申请增添一批新书和报刊，
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泡”在书屋，已成了
村民的习惯。

随时讨“真经”致富加油站

《科学施肥技术问答》《草莓种植致
富指南》《棚室种菜金点子》……农家书
屋里，有关农业科技、种植养殖技术类的
书籍占了绝大部分。

“我们村以种菜为主，种植养殖及病
虫害防治的书籍特别受青睐。依托书
屋，我们不定期对村民进行蔬菜种植技
术培训，引导村民科学种菜。”张红彬说。

“人家种的黄辣椒能长四五十厘米，
俺家种的又短又小还弯曲，种的茄子个
头小、品相也差，我拿书一查，原来是化
肥施多了。”村民张占广说，他最喜欢看
解决蔬菜“疑难杂症”的书籍，书里讲得
很细，非常适合农民边学边实践。

村民计巧珍坐在椅子上，翻看《节气
与农事》一书，不时端起手边的大水杯抿

上几口。她说，以前喜欢在家里看手机，
对眼睛不好，后来在这儿找到了看书的
乐趣，还结识了不少爱读书的朋友。

橄榄菜、奶油白菜、紫贝天葵……张
长发是村上有名的致富能手，在他的手
机里，存着各种特色蔬菜照片。

“我两三天就过来转一转，坐在这儿
平心静气读两三个小时，有时找资料时
间会长一点。即使来办其他事，也会到
屋里翻一翻，觉得很舒服。”张长发说，5
年前，他受书里启发，在自家蔬菜大棚内
搞起了特色蔬菜种植，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据荆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王鹏伍介绍，荆山街道共有统张、高
庄等12个行政村，各村均设有农家书屋，
拥有图书两万余册，种类涵盖政策法规、
农业科技、文学作品、医疗保健、少儿读
物等，每个书屋都安排有管理员，免费向
村民开放。他们还把农村书屋建设与基
层党员教育、农业科技培训相结合，引导
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种植养殖技术，并与
实践结合。如今，不少村民都把农家书
屋当成致富加油站，闲暇时都喜欢来转
一转、看一看。

荆山街道农家书屋：

村民“充电”的加油站

好学青年李应品在姚庄阅读室内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