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黄鳝泥鳅养殖实用大全（第
二版）

本书介绍了黄鳝和泥鳅的
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技术，苗
种培育和成鱼饲养技术，饲料采
集与配给，越冬技术，病害防治
技术及捕捞和运输技术。全书
按照国家最近颁布的无公害食
品有关质量标准和规范操作技
术进行编写。

水貂养殖新技术
该书针对目前我国水貂

养殖现状，水貂饲养方式及生
产实际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参
考了国内外有关水貂养殖的
技术资料及科研成果，内容涵
盖了水貂的生活特性，养殖场
建设，饲养与管理，繁育，饲料
与营养，日粮配制，皮张加工
及疾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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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任何人，张晓理都可以坦言
自己曾经是个“拾荒者”，却对“诗人”
这个头衔有些犹疑。他说：“我只是爱
好者。”

“久饮塔河水，常思故乡人。流年
圆旧梦，岁月化香尘。”这是只有小学
文化的张晓理，发表于《龟兹诗词》的
一首《多浪情》。

让张晓理从“拾荒者”成为“诗人”
的，是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书册。他
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一辈
子，我与书有缘！”

拾荒中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1994 年，39 岁的张晓理从河南夏
邑县来到新疆阿克苏，为了谋生，他成
为了一名拾荒者，每天骑着破旧自行
车，周转在城市各个角落。一次，在一
堆废品中发现有几本完整无缺的图
书，他怜惜地将它们捡回了家。因为
这个举动，他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

这之后，他开始有意地搜集旧
书。在废品收购站，他以每公斤1.5元
的价格购买旧书，而当时每公斤废纸
的价格是5角钱。由于是论斤购买，没
有给他挑三拣四的机会，买回家的旧
书有很多是重复的。他既舍不得丢
弃，又舍不得再将它们视作废纸卖出，
于是思索起另一条出路。

一天，他将重复的旧书拉到市场

去卖，因种类多，价格低廉，当天就赚
到了 50 元。而平日里，他一天只能挣
到20来元。

既满足了精神需求，又能改善物
质需求，这更坚定了张晓理对收藏图
书的信心。他四处收罗旧书，再将重
复的旧书摆摊卖掉。

这样“以书养书”重复了 20 年，再
回首，他突然发现自己收藏图书竟然
已逾 10 万册，家里除了几间住人的房
间，到处都堆满了他的藏书。

他有了一个新的念头：“我要开一
个公益图书馆，将这一片书海让更多
人共享，以此回馈社会。”

梦想建一个公益图书馆

张晓理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看上
去十分精干。当笔者随着他在迷宫样
的巷子里走了约 10 分钟后，他指着一
个门口堆放了几个大树根的院子说：

“到了。我准备把这几个树根做成桌
子、凳子，放在院子里，等图书馆弄好
了，来看书的人就有地方坐了。”

走进院子，正对着门的是一个长
约8米的长廊，院子里堆了很多杂物，
顶上架着遮阳防雨的顶棚。两侧约40
平方米的空间内，方方正正地隔出了5
个房间。

右侧两个房间满满当当地放着陈
旧的书架，他说：“这都是我从废品站
收回来的旧书架，不怎么好看，还能
用。现在书架和桌椅都缺得太多了，
实在不行我就给他们上些漆，先用着，

以后有条件了再换新的。”
左侧末尾房间里放着四五个崭新

的书架，他指着书架说：“我本来都想
买这样的，但是弄这个院子已经花了
几万块钱，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其余3个房间，万余册图书散乱地
堆放在地上。张晓理拿起一本有明显
水渍的书说：“前段时间大雨，这个棚
子刚刚搭好，书都堆在里面，也没想到
会漏雨，很多书都被淋湿了，光是照顾
这些书都用了好些天。”

为了这个初具规模的院落，张晓
理卖掉了收藏的2800余本连环画册和
所有的老唱片，并将换得的2万多元钱
全部投资进去。

“因为党的政策好，社会安宁，百姓
安居乐业，我现在才能有吃有住，有这
么多宝贝（藏书）。我想要尽快把这里
都收拾起来，把书架安好，书籍都分类
摆放好，院子里也收拾干净，中间放桌
子，周围放凳子，每周开放个一两天，让
爱看书的人都能来看自己喜欢的书。”

他笑着强调说：“这里的书我一本
都不卖，全都免费看，但不能拿出我的
院子。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当然，要
是书友有学习研究的需要，也可以商
量借几天。”

图书馆有望近期开门迎客

在张晓理的计划中，院子里的5间
房子分别摆放不同类的书籍，供前来
阅读者翻阅。

一间房子放儿童读物。张晓理

说：“我们这附近很多人都出去打工，
留守儿童很多，我这要是能弄起来，开
馆的日子就和学校说好，让孩子们来这
里看书。”一间放初高中教材和课外读
物、试卷模拟等。一间放小说，包括世
界名著。一间放言情和武侠类小说，很
多网络红火的作品也都包括在内。

最后一间房子，则用来放一些阅
读性不强，但很有收藏价值的图书。
张晓理说：“这些书我计划用玻璃书柜
来放，除非一些文友工作或者创作上
有需要翻阅的，就不让其他人碰了，只
做展览。”

在张晓理的计划中，公益图书馆
近日要开放。书架、桌椅不够，或者可

以用旧的翻新来暂代，然而 10 万册图
书的分类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绝
非一人一日可以完成。

虽然，张晓理白天仍然去摆摊，但
是摊子上书越摆越少，百货却越来越
多。张晓理说：“现在买书的人少了，
而且我有了开图书馆的念头后，也不
舍得再把书卖出去了。最近我忙着弄
这个事，百货摊子也很久没摆了。”

截至10月23日，张晓理的公益图
书馆已基本收拾完毕，每间屋子的书
架上都满满当当地摆放着图书。张晓
理指着 5 间书屋中间宽约 3 米的走廊
说：“这里我准备放桌子和凳子，大约
下个月初图书馆就可以正式开张了。”

20年前，他从河南夏邑县来到新疆阿克苏，为了谋生，成为一名“拾荒者”。20年时间过去，他从“拾荒者”到“拾书者”再到“诗
人”，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与书结缘，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眼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公益图书馆，让更多人共享这一片书
海，以此回馈社会。

坐拥藏书10万册的“拾荒者”张晓理
近年来，黑龙江农垦嫩江农场大力建设农

家书屋，现已陆续建成6个书屋，藏书近12万
册。书屋不仅是职工群众获取各类致富信息
和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文化娱乐的好去
处。图为农场第二管理区职工在书屋里翻阅
书籍。 房圣男 本报记者 刘伟林 摄

白沙镇依托农家书屋
引导农民学农业科技

“自从农家书屋工程进入社区以来，现在
社区里麻将声少了，读书声多了；打架斗嘴的
少了，欢乐和谐的多了，这是农家书屋给咱社
区带来的新景象。”近日，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白沙镇建设社区农家书屋里，社区主任冯蜀
康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白沙镇依托农家书屋，大力开
展“乡村书香文化”群众性读书活动，引导农民
群众学习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卫生健康、文明
礼仪等知识，不少村民通过读书，搞起了特色
种植、养殖，如北寨村民陈勇通过学习养殖知
识，在自己林地里套养起黑山羊，建设社区张
福安利用门前的林地，搞起了林下鸡鸭养殖，
经济效益都十分可观。

目前，该镇共建成农家书屋10个，受益群
众近15000人。老百姓不再为借书、看书犯愁，
也不用再跑到长江对岸的县城新华书店去买
书了。 杜勇 李贵容

天长市视障人阅览室
圆了盲人“看书”梦

10 月 8 日，安徽省天长市图书馆视障人
阅览室建成并对外开放，这在该省县级尚属
首家。

当日，该市30多名盲人读者来到阅览室，
亲身体验了电脑等盲人专用设备。“今天，我终
于触摸到了世界、感悟到了书香。”盲人张华手
摸电脑，喜出望外。

为搭建视障人读书学习平台，天长市投资
8万多元建起了视障人阅览室，先后购得盲人
实用技术类书籍（包括针灸、推拿、中医）等盲
文图书300多册，根据视障人群的需求特点和
使用习惯，在电脑上安装指纹登陆机和读屏软
件，盲人使用指纹登陆机可以直接登陆“心声·
音频馆”，享受它提供的评书曲苑、相声小品、
名曲赏析、影视同声、传奇故事等9个方面的音
频服务。下一步，该市还将购置更多盲文书籍
和盲文刻印机等设备，让视障人群能享受到更
丰富的阅读服务。 李炳旺 刘菁菁

赛岐边防送科技下乡
农技图书充实农家书屋

近期，福建宁德赛岐边防派出所联合当地
农业部门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为辖区群众
提供农业技术指导。该所还专门购买一批农
业技术书籍，送到辖区的多个农家书屋。

“《紫菜养殖实用手册》解了我的大难题，
今年增收又有保证了。”赛岐镇紫菜养殖户老陈
手捧图书高兴地说。原来，随着紫菜种植高峰期
的到来，辖区部分群众在紫菜种植过程中因不懂
相关种植技术，导致出现种植紫菜成片死亡的现
象。为此，边防派出所就紫菜种殖、虾塘养殖等
农业生产技术问题与福安市农业局、农办、技术
学校取得联系，特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在民警村官
的带领下，主动上门为群众解决难题，受到群众
的一致好评。他们先后解答疑难问题31个，发放
农业技术类书籍750余册。 段松峰

河南省武陟县圪垱店乡邢庄村农家书屋坚
持常年开放，吸引了村里干部和群众前来看书、
聊天和交流信息，不少人都从这里学到了种养
知识，有的还成为“致富能手”。图为该村干部
和群众在农家书屋查阅资料。马宁 陈啸虎 摄

张晓理在他引以为傲的“红色珍藏馆”里。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在承担开发建设西藏甲玛铜多金属
矿的同时，组建驻村工作队进驻江孜
县卡堆乡卡吾村、宇卓村和日星乡吹
美村，帮助建设农家书屋，有效缓解
了3个村农牧民群众“借书难、看书
难、用书难”的问题。书屋的图书内
容涉及国家富民惠民政策、法律法
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医疗保健、青少年教育等，并配备了
藏汉文图书及音像制品，推进了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工作。

3个农家书屋自2011年底建成

后，先后接待广大农牧民群众前来
借阅书籍 1000 多人次。驻村工作
队在满足所在地农牧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的同时，也为农牧民群众及
时掌握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提
供了便捷平台，真正为农牧民群众
排解困难，办实事、办好事。当地群
众感动地对驻村队员说，他们一定
会利用好农家书屋，认真学习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学习科学种植技
术和养殖技术，立场坚定地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努力为家乡经
济发展作贡献。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是中国黄金集团贯彻执行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开发西藏优势矿产资源的
指示精神，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引进国有大型企业参与西藏矿产资
源整合开发”的战略思路，于2007年
12月控股组建的。甲玛项目是中央
及内地企业在西藏最大的矿业项目，
被誉为自治区技术先进、绿色环保、
民族和谐的示范项目，已成为中央企
业开发西藏矿业的品牌和标杆。图
为村民在农家书屋查阅图书。

仲金宣 文/图

华泰龙公司派驻村工作队
为驻地藏民建农家书屋

近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中
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宋亚
平所著的《中国县制》一书，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宋亚平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
史学博士学位，曾出任湖北省咸宁市

咸安区区委书记，深谙中国县制的历
史和现实。他在书中按照时间的顺
序，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形态、
春秋战国的纷争与郡县制度的起源、
两汉魏晋之际的“双轨制”直到近代县
制改革，剖析了县制这一中国基层政
权结构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得失，同

时按照主题，还分析了“小政府”与“大
社会”、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的博弈、
县官的选用与任免等引人深思的问
题。《中国县制》没有材料的堆积，没有
宏大叙事，文字流畅犀利，分析独到深
入，问题意识突出，思想性与可读性都
很强。 牛冠恒

《中国县制》出版发行

□□ 何勇海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
前研一，在其2011年写的《低智商社会》
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
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
均每天读书不足 15 分钟，人均阅读量
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未来没
有希望成为发达国家。这话说的虽有
些绝对，但值得国人思考。

面对“按摩店遍街，书店寥寥”的失
衡现状，外国人尚且留意到了，难道我
们对此丝毫未知？事实上，在我们的
几乎每个城市，不仅按摩店数量远超
书店，网吧、酒肆、KTV、夜总会等等，
也把书店远抛在身后。据报道，个别
县区级图书馆几乎无人问津，不得不
租给他人开美容院、按摩店、发廊等；
浙江一“最富乡镇”，经济虽发达，文化
市场却低迷，居然“养不活”一间新华
书店……诸如此类“奇闻”，让人唏嘘
不已。

这些怪象，恐怕折射出国人曾经浓
厚的“阅读饥渴”正在慢慢消失。没有
了“阅读饥渴”，便不会有“阅读惯性”。
这是相当危险的：学生不阅读，就不能
陶冶情操、积累见识、增长才智，人格发
展会存在欠缺；上班族不阅读，就不能
终身学习，就会有“本领恐慌”，慢慢会
被时代淘汰；领导干部不阅读，就会陷
入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等不良嗜好的
陷阱，甚至会缺乏依法行政、驾驭权力
的能力……

总而言之，“阅读饥渴”丧失，我们就
会变得肤浅。甘于肤浅、以肤浅为荣，
社会就会成为“低智商社会”。此绝非
危言耸听。经济让我们富裕，文化则能
让我们强大。在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
背后，我们的阅读、我们的文化，是否也
得到了同步发展？这是摆在每个国人
面前的严峻问题。

“按摩店遍街，书店寥寥”，呼唤人们
也重视精神按摩。按摩了肉体，又按摩
了精神，才是人生的双重享受。

我们的精神更需要按摩

书香飘进敬老院
近日，山东省广饶县慈善总会向该县乐安街道敬老院捐赠图书近2000册，使这个

敬老院老年人书屋的藏书量达到了3600册，极大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老年人书
屋全天候开放，老人们可在书屋里看书，也可将书借回自己房间里看，非常方便。

马庆亮 高举 摄

书人书事

书屋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