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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人读书，20 年来忙碌一件事
——讲讲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刘作全的故事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子镇八家子
村。

在这个距离县城35公里的小村里，
从2003年那个简陋的“农民阅览室”正
式“挂牌”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农家书屋，
刘作全努力了19年。刘作全说自己也
只为实现一个心愿：“让身边的村民都有
书看，爱看书！用知识的力量带给人们
幸福。我希望我发出的这点光，也能帮
助人们照亮未来。”

村里有个爱看书的“刘木匠”

乌兰木图山的四季总是层次分明，
八家子村就在山脚下，在“梨山”的福荫
下，世世代代过着宁静的生活。刘作全
家从祖上开始，就在这里耕耘。小时候
的刘作全很调皮，在山里疯玩到七八岁
才上学。他说，那时候唯一能让他安静
的就是学校那个小小破破的图书室里那
些同样小小破破的小人书。

刘作全觉得，书很薄但好像装满了
整个世界！

上到初中，刘作全和家里的兄弟们
一样，继承祖业成了一名“木匠”。木屑
纷飞中，大家总会看到刘作全拿着一本
书看得津津有味。“很奇怪，那时候每次
安静地读上一会儿书，心里都会有一些
小小的顿悟，学东西也变得更快。”回忆
起当年，刘作全眼里闪着细碎的光，“我
觉得书能挖掘人的潜能，有神奇的魔
力。读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刘作全当时很喜欢读名人名言。20
岁刚出头，他花了十几块钱在城里的新
华书店买了一本《名人名言大全》。那是
他购买的人生的第一本书，但他当时并
没有看完。“我看见书店里有一位小战
士，好像也很喜欢这本书，我就把这本书
送给了他。”刘作全说，“送人书的感觉好
极了！”

不久之后，勤快的刘作全有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木材加工厂，还盖起了二层
小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读书这事，
刘作全没放下过。慢慢的他也有了很多
属于自己的藏书。

村民武子英是刘作全的小学同学，
也是个爱读书的人。没事他就会来找刘
作全借书，刘作全也不含糊，要啥书借啥
书。当年的小村庄里，书是稀罕物，于是
一些村民开始向刘作全借书。刘作全觉
得，那自己为啥不开个“书屋”让更多爱
看书的村民看更多的书，有地方看书！

刘作全找武子英商量这事，武子英
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整吧，这事能
成！”

东拼西凑出来的农家书屋

刘作全开始盘点自己的藏书，数来
数去也只有百八十本。他开始四处淘
书，去邮局订些报纸杂志，去旧书摊淘点
旧书，再加上村里学校的老师捐一点儿、
朋友借点儿，终于凑够了几百本书。

书屋得有凳子、桌子和书架。身为
木匠的刘作全开始发挥自己的才能。夏
日的村庄，夜里不只有蝉声阵阵，还有刘
作全在院子里打磨着木头的声音，七月
清澈的月色，照着一地的木屑泛着银辉，
好像烈酒的反光。半个月的时间，刘作
全自己动手做了书屋全套的“家具”。

2003年，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
里，刘作全的书屋正式开起来了。书屋
最初的名字叫“农民阅览室”。牌子上的
字是刘作全找村里最有文化、写字最漂

亮的周大爷写的。当时已年过七十的周
大爷很欣赏刘作全办书屋的行为，他还
附赠给书屋写了一句话：读书让人有力
量！刘作全把牌子挂在门上，把那句话
裱起来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架上面。他还
刻了图书专用图章，建立了借阅表册。

村民蜂拥而至来书屋看热闹，一些
人不理解书屋是干什么用的，不理解读
书有什么用，刘作全天天待在这里，他的
农活谁来干？

最开始并没太多人来看书，刘作全
没有气馁。他时常去村里溜达，见人就
和他们说读书的好处。隔壁刘婶正打着
麻将，刘作全就搬个小凳坐在她身边，说
你看看书，比这个带劲儿。邻村的后生
来找朋友喝酒，刘作全就跟在他身后，说
我借你本书，你读一读，肯定比酒有味
道。

为了吸引大家来读书，刘作全还在
书屋增加了一些适合农民口味的文学类
书籍，以及很多指导农民种植、养殖和加
工的科技类书籍。

一次，一个村民家的葡萄生了病，叶
子上长了斑点。刘作全知道后告诉他书
屋有这类书籍资料，他可以来看看。后
来这个村民果然通过在书屋翻阅资料知
道了自己家葡萄得的是霜霉病，也知道
了防治的办法。

从此之后，来书屋里看书的村民逐
渐多了起来。

大家的热情让刘作全备受鼓舞，但
刘作全也面临一个新问题：书不够看了！

刘作全又开始了自己的淘书之旅，
钱不够的时候，刘作全甚至还去捡废品
卖钱买书充实书屋。刘作全的辛苦，亲
朋好友看在眼里。侄子来找刘作全，说
他承包了座山，提议让刘作全老两口去
帮忙看山，一个月赚3000元。“你赔钱做
这个，现在你有能赚钱的机会，你选吧。”

那是刘作全办书屋最难的一段时
间。但权衡再三，刘作全拒绝了侄子的
提议。“我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
去。读书能让人变得有智慧，大家都在
忙碌生活而忽略了读书，我希望能够帮
大家弥补这个遗憾！我还没有成功，绝
不能半途而废。”刘作全说。

刘作全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一些
退休人员和教师开始主动给书屋捐书，
县图书馆送来书籍和报刊。书屋的藏书
量一下子增加到1.2万册。刘作全给自
己的书屋改名叫农家书屋。

走乡串户的“流动书屋”

2010年，刘作全的农家书屋创立7
年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启动于2007年
的辽宁农家书屋建设全部竣工，在全省
像刘作全这样的农家书屋有11762个。
越来越多的“刘作全”诞生，让越来越多
的村民爱上了读书。

2011年，辽宁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
了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在八
家子镇文化站的帮助下，刘作全的书屋
有了更多的书！

有一次，刘作全去相邻的宝山土村
送木料。一个村民和刘作全说，自己想
去书屋看书，但实在没时间去。刘作全
抱着几块木头看着那个村民遗憾的神
情，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他们没时间
看书，我就给他们送书看！”

刘作全马上回家动手做了一个小木
屋，安在自家拖拉机后面，小木屋里打出
许多木制的隔断，用来放书，还摆了几个
小凳子。“农家流动书屋”就这样诞生

了。刘作全成了村民口中传播文化的
“新货郎”。

一有空闲，他就让老伴儿看书屋，自
己开着“流动书屋”走乡串户，送书上
门。为了和村民搞好关系，让他们多读
书，刘作全想出不少办法：车上装上扩音
器，放着大家喜欢的音乐，没事儿就去做
个演讲，向大家宣传读书的好处，他还时
常会帮助一些村民读者干点儿农活，放
树、砍柴、收庄稼、磨菜刀。磨菜刀的时
候，刘作全会让村民边等边从车上拿书
看。他一边霍霍地磨刀，一边笑着看大
家看书。

几年时间，八家子村周边18个自然
屯被刘作全不知走了多少遍。他牢牢记
住每个村里的家长里短，谁家的孩子要
上学了，谁家在搞科学种田，谁家在搞家
禽饲养，他都会有针对性地送书到家。
各村的集体活动也被他看作是传递书香
的良机。村民跳广场舞、搞联欢会，刘作
全都会主动去录像、刻光碟。“村民们需
要我，慢慢就需要我的书了。”

刘作全说：“你看，我一天能鼓励一
个人读书，一年就能鼓励 365 个人读
书。”

刘作全时常坐在车上看着远处的田
野，大地丰盈，三三两两的村民从他身边
经过，冲他晃一晃手里的书。

那一张张因读书而充实的笑脸，是
他心之所向。

倘若你希望在金色的秋天收获果
实，那么在寒意袭人的早春，就该卷起裤
腿，去不懈地拓荒播种耕耘，直到收获的
那一天。刘作全觉得，自己的耕耘一定
会有收获！

加入“漂流书屋”计划

从 50岁的汉子到年近 70岁的老
翁，刘作全用近20年的时间只忙碌了一
件事。因为读书，刘作全如今也能出口
成章，村民也变得更加豁达明理，勤劳智
慧。

八家子镇党委宣传委员李丹一直是
农家书屋的常客。今天她又照例来帮刘
作全收拾书屋的藏书。刘作全一边忙着
给新捐的书盖章一边和李丹说，还想组
织一次读书活动。

“如今，读书这事儿是越来越被重视
了，这读书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了，这么多
年来，镇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给我不少
帮助，藏书越来越多，看书的人也越来越
多，农家书屋乘着这股子读书热的东风
变得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刘作全乐呵呵
地说，“我觉得我的愿望终于要实现啦！”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刘作全
的农家书屋。书也越捐越多，书屋越来

越“像样”。截至目前，刘作全的农家书
屋藏书数量已经超过1.5万本了，书屋搬
进了二层小楼，宽敞又明亮。刘作全还
自制了一块小黑板挂在门上，每天写一
句名言，鼓励来看书的人。

2021年10月，由中宣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主办的2021新
时代乡村阅读盛典在成都举行，刘作全
获评“乡村阅读榜样”。从成都回来，刘
作全乐和了好一阵，大红的获奖证书被
他放在盒子里每天摸了又摸。

“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村民们
提供更好的书籍，使农家书屋读书的人
和受益的人越来越多，丰富他们的业余
文化生活。”刘作全说，他始终觉得人活
着总要给后人留下点啥，“我给大家留下
的就是让乡亲们多看书，多学知识，让他
们从阅读中找到打开致富宝库大门的金
钥匙。”

现在刘作全的农家书屋成了八家子
镇上读书活动的“主战场”。

刘作全经常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
起组织一些读书交流活动，每月有三四
次的读书交流会，还有定期举行的送书
进校园活动。

2022年 8月，为积极响应“漂流书
屋——辽宁省全民阅读共享计划”，八家
子镇“漂流书屋”正式落户在刘作全的农
家书屋。

刘作全注册了视频账号，经常发布
送书故事。他给这个账号起名叫“老刘
头送书”。明年他打算搞一搞送书直播，
让更多人来他这儿看书！

刘作全常说：“读一本书，脑袋里就
多了一点东西。它可以让人找到一条致
富路，或者想明白一件事，都是有好
处的。”

15岁的王嵩、王思莹和14岁的白瑞
涵曾是八家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刘作
全一次送书进校园活动让三个少年迷上
了农家书屋，只要一放学，三人就会结伴
来刘作全这里看书。如今，他们已经上
初二了。

又是一个放学后的傍晚，三个小伙
伴如约来到农家书屋，刘作全摘了院子
里新熟的梨，洗好摆在桌子上。看着孩
子们端端正正地坐在书屋里读书，刘作
全觉得很欣慰，他希望村里孩子都能多
读点书，成为大学生。

李丹恰好路过，她一进书屋就拉着
刘作全不停地劝他，最近天气不好，路
不好走，“流动书屋”先停一停，安全第
一。窗外，天色渐暗，几个村民拿着扇
子欢快地舞着，准备晚上的集体表演。
夕阳细碎的微光汇聚成的泓泓柔波，在
北国八月的夜幕下丝绸般地舒展着欢快
和幸福。 （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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