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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桂娟、史林静

12 年前的一个晚上，李石村来了个歌舞团，
为占得好位置，20 多岁的李翠利抱着孩子早早就
过去了。满心期待的节目却越演越不对劲，表演者
不仅跳起了脱衣舞，还把古诗改成黄段子与孩子
们互动，错愕不已的她落荒而逃。

第二天，歌舞团走了，村里的孩子们却成群结
队继续说着黄段子，那些变了味儿的古诗也随着
孩子们追逐跑闹，被带到各个巷子。

“不能让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自幼爱
读书的李翠利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是在乡村推广阅
读，用书籍填补荒芜。

于是，她以自家超市为阵地，办起超市里的
“图书馆”。从单枪匹马到组建起百余人的基层阅
读推广志愿服务团队；从有奖借阅到 30 万余人次
的借阅记录；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乡村阅读推广探
索到受邀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
案）》立法审议座谈……

12年间，农家女李翠利用生活供养理想，在
田埂守望书香。这份持久不灭的“微光”，如涓流般
在乡村孩子心里流淌，驱除荒芜，释放芳香。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你”

村里跑闹的孩子，讲的全是黄段

子。李翠利慌了。“那种感觉像是心被

重重敲了一下。”她觉得，为了村里的

这些孩子，必须得做点什么

李石村是豫北内黄县的一个普通村庄，走进
村西头的农家小超市，穿过几个小型的货架来到
里屋，一个不足 10平方米的空间存放了近 4000
册书。“微光书苑”的牌子静静摆放在一摞书的最
上面。六七个村里的孩子，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
翻看新到的暑期读物。

一大早，40岁的女主人李翠利就开始忙碌起
来。她穿着一身大地色的连衣裙，落肩头发随意扎
在脑后，一边招呼来买东西的村民，一边应承着孩
子们的各种询问。

“姑，上次那本《绿野仙踪》被借走了吗？”“姑，
昨天教的折叠蝴蝶结又忘了。”李翠利是村里的姑
娘，按辈分，孩子们都叫她姑。

“我有一位爱讲故事的爷爷和一位爱订书报
的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天都有故事和看不
完的文字。”李翠利说，她从小就怀着一个作家梦，
长大后，便喜欢把情感倾注于笔端。

听她说话，记者再次打量了她，个头不高，体
型微胖，说话时嘴角总是挂着笑，轮廓分明的国字
脸配上小麦肤色，这个看起来极其朴素的农家妇
女，一开口却透着股书卷气。

2005年，李翠利在村里开了一家小超市，经
济相对宽裕，日常看书写诗，日子还算惬意。“正当
我为梦想耕耘时，一众偶然出场的吃瓜群众，毫无
征兆地把我推离了既定的轨道。”谈及创办“微光
书苑”的初衷，李翠利说。

把李翠利推离既定轨道的便是 12年前的那
场“歌舞”表演。“当时里三层外三层坐满了四里八
村的人，村里的孩子相互拥簇着围在舞台边上。”
李翠利回忆说。

“演出一开始还挺正常，慢慢就恶俗化，当
听到表演者用黄段子把乡亲逗得前仰后合时，
我一刻也待不下去，抱着孩子就走了。”而她刚
起身，腾出的空位就被人群挤占了。

更让她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村里跑闹的孩子，
讲的全是昨天的黄段子。李翠利慌了。“那种感觉
像是心被重重敲了一下。”她觉得，为了村里的这
些孩子，必须得做点什么。

她想起一个故事：有位智者问大家，为旷野除
草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人们给出了各自的答案，用
手拔、用刀割、用火烧……智者没有评价，让大家
明年秋天来看他的答案。第二年的秋天，人们在这
片曾经长满荒草的旷野上，看到的却是一片金黄
的庄稼。

“想要驱赶心灵的荒芜，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广
阅读，把健康、积极的文化种子播种在身边这片土
壤。”李翠利心想。

说干就干。她把超市最显眼、也是营收最高的
白酒货架清空，把收藏的二百多本书整整齐齐摆
上去，供乡亲们免费借阅。随后，她又带着卖麦子
和从超市进货款中挤下的 1000 元钱，到县城买了
300 多本旧书。

有了这些书，她便在超市专门辟出一块地方，
设立了一个阅读空间，并用四张 A4 纸打印出“微
光书苑”四个字。从此，以“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
何证件、远亲近邻、行走过客均可借阅”的零门槛
借阅模式，开启了她长达 12 年的乡村阅读推广。

李翠利开始等待她的读者，就像她在诗中写
的那样：“我一直都在春天等你，即使，岁月把沧桑
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
春天里的我……”

“借书是甜的”

“小桥下的流水，融化冬的喘

息，涓涓细流，在春风中盛开朵朵涟

漪”

一开始，李翠利还有点自己的“小心思”：
虽然说书是自己主动让大家看的，可有人真

正来借的时候，心里又不舍得。为了既叮嘱借书的
人好好爱惜，又不显得自己过于小气，李翠利事先
准备了好几套说辞。

事实上，这些提前排练好的话一句也没用上。
由于长期缺少阅读氛围，阅读推广并不顺利，来借
书的寥寥无几，有些村民甚至都没发现货架上
的书。

为了鼓励大家，每一个来买东西的村民，李翠
利都会重复一句话：借本书吧，不要钱。时间久了，

村民们开始怀疑李翠利精神出了问题。“那段时
间，传销比较盛行，大家觉得我是不是被什么组织
洗脑了。”李翠利苦笑道。

“发展一个新的读者，借出一本书，比我卖一
百块钱都高兴。”李翠利说，可事实是，借出一本书
比卖一百块难多了。

为了在村里鼓励阅读，李翠利想从孩子突破：
谁来借书，就奖励一块糖。

“我是被糖‘哄’来的。”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
19岁女孩李梦洁是微光书苑的第一批读者。“当
时我还在上小学，听说只要来这儿借书，就能领到
糖，我就跟大伙一块来了。”李梦洁说，“没想到是
真的。”

“看书是甜的。”村里的孩子奔走相告。
“一开始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借书就发糖。”李

翠利说。为了鼓励孩子真正去读，李翠利又想了一
个招：还书的时候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这个书的主
人公是谁、有啥印象深刻的情节，回答出来可以奖
励铅笔、橡皮；再后来，如果能写篇读后感，可以给

个笔记本……
渐渐地，李翠利的超市门口开始挤满了来借

书的孩子，队伍从屋里一直排到门外，甚至一些别
村的孩子都跑来借书。以往一个月才卖完的一罐
糖果，几天就奖没了。

很快，村里的大人也开始问了：“小孩看书有
奖品，我们看书有没有？”

李翠利立马来了精神：有呀！“我就准备了一
些小毛巾、牙刷，都不是特别贵的东西，但刺激阅
读很有效。”李翠利说，她还通过黑板报摘抄、发放
报刊等方式在村里营造阅读氛围。

有的是孩子带动大人，有的是大人带动孩子，
慢慢地村里阅读氛围变浓了。“一开始真是为了
糖，后来也真是为了书，一本《居里夫人自传》我看
了三遍。”李梦洁回忆，那时看得入迷，就连中午回
家吃饭都是匆匆扒拉两口又一路小跑回来。“一边
跑一边想，人为什么要吃饭，因为书真的太好看
了！”

村民李红琴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书苑的
常客。“以前每次去超市，翠利都会推销她的书，我
小学没毕业，就是字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李红
琴笑着说，后来，翠利便教她查字典，会了之后，就
试着借了本《怎样做个好妈妈》。如今，两个孩子在
她的影响下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有段时间，看书的人比买东西的多。在超市
里，其他东西可能堆得横七竖八，但唯独微光书苑
这方小地一定是整洁明亮的。”李翠利说完，拿出
了一本新的借阅登记册，以前的那本已经密密麻
麻写满了借阅记录。

“小桥下的流水，融化冬的喘息，涓涓细流，在
春风中盛开朵朵涟漪。”李翠利在诗中写道。

“那个神经病又来了”

她找人做了一个“微光书苑”的

喷绘简介绑在三轮车上，穿行在县城

的大街小巷借书、募书。有人指指点

点，开着玩笑：“看这架势，还以为是

卖身救父的呢。”

当村民的阅读兴趣提高后，新的问题马上就
来了——书不够，这成了李翠利阅读推广路上新
的沟壑。

“自己的藏书，亲戚、朋友家的书，能找的全都
找来了。”李翠利说，用零门槛的便利性吸引更多
人借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架子上的书看着看着
就没了，流失特别严重。

买新书太贵，为了找到更多适合村民看的书，
李翠利开始在废品站淘旧书。有时候在废品站扒
拉一晌午，灰都嵌满指甲缝，也找不出一本可看
的。后来，她又想着去旧书摊买书，可旧书选择性
少，也没啥可挑的。

为了省钱，她尝试着买一些便宜的盗版书。直
到有一天，一个孩子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说，里
面有很多错字。李翠利接过一翻，仅“两岸猿声

‘提’不住，轻舟已过万‘从’山”一句就有两个错
别字。

“脸唰地一下就红了。”愧疚，是李翠利的第
一反应。“当孩子从我手中接过一本盗版书，里
面错误的东西可能成为他的第一记忆，会影响
他很久，从这个角度说，我跟那个歌舞团又有什
么区别。”随后，李翠利把买来的盗版书全部淘
汰了。

买正版价格就上去了，那时，除了家庭必需
的开支，她把能腾出的钱全都拿来买书。2012

年，李翠利带着好不容易凑的 2000 元超市经
营款，买回了 1 1 3 本书，不到一周，全部借
完了。

“我在用生活供养理想。”李翠利说，县里大
大小小的书店、书摊都跑过，哪家便宜，她都清
楚。后来，母亲把自己编麦秸秆草帽攒下的 500
块钱给了她；大姐给父亲买衣服的钱，还没在兜
里捂热，父亲就直奔书店去了；二姐每次来走亲
戚，不捎水果饮料，提两摞书就够了……

即便如此，日益增加的借阅量，还是让李翠
利犯难。为了募集更多的书籍，除了自费购买，
旧书摊、废品站、沿街收买、街头求赠、网络募
捐、当面请要，只要能想到的办法，李翠利都会
去尝试。

一年冬天，李翠利跟一家单位商量好租借
他们的图书，到了约定时间，李翠利早上 5 点就
骑着三轮车出门了。“也没觉着冷，几十里的路
一下子就骑到了。”李翠利说，可当她雀跃着去
拉书的时候，却被告知单位为了迎接检查把旧
书当废品处理了。

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太阳刚好升起来，
说不出为什么，迎着太阳，她突然大哭了
起来。

有段时间，她还找人做了一个“微光书苑”
的喷绘简介绑在了三轮车上，穿行在县城的大
街小巷借书、募书。有人指指点点，开着并不友
好的玩笑：“看这架势，还以为是卖身救父的
呢。”

但李翠利听到最多的就是：“看，那个神经
病又来了。”

对于这些言语，李翠利从不回应，就像她在
一首诗中写的：有时候，沉默代表一种坚定，贴
一脸风和日丽的无言，隐忍五味杂陈的内心，我
立志，做一块有棱角的石头。

一年多过去了，书没有筹到多少，李翠利的
“怪行”却出了名，开始不断有媒体关注她。
2014 年底，李翠利一家人自费创办“微光书苑”
在乡间推广借阅的事迹，被当地媒体报道，她也
从一个“不务正业的神经病”变成了乡村阅读推
广的先行者、公益人。

越来越多的机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与
她联系。文化部门陆续提供最新的书籍；买书的
时候，书店老板会多给几十本；上海的一家公益
组织，一次性捐赠 3 吨书……
书，总算是供上了。
“走过寒冷的冬季，穿越漫长的沉寂，一缕

婉约的风，轻吟春的旋律。”2015年的春天，李
翠利写下了这首小诗。

“要把图书馆里的学校建起来”

“南飞的燕子，捕捉到春的第

一缕气息，在孩童，小燕子穿花衣

的歌谣中，回归梦萦的故里”

“微光书苑也算图书馆吗？”
“算，你这是开在超市里的图书馆。”
2015年，当有人邀请李翠利去北京参加民

间图书馆论坛时，她一脸疑惑。那是她第一次去
北京，也是第一次知道有很多人在乡村做民办
图书馆。

在那次论坛上她听到一句对她影响至今的
话：一座图书馆里的学校要比一个学校里的图
书馆重要。“微光书苑不仅是读书，还可以读人、

读物、读电影、读音乐，读一切能读的东西。”李
翠利对阅读有了新的理解，她想把微光书苑里
的“学校”建起来。

“一开始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单纯阅读的
空间，后来，在书苑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儿童
之家’，义务组织村里的孩子读书、写作业。”
李翠利说，现在微光书苑会定期举办阳光微
课堂，请志愿者给村民讲育儿、心理健康、防
诈骗等知识。

小小演讲家、旧物改造、科学小实验、民俗
传承……这些定期举办的活动已经成为微光书
苑雷打不动的项目。“比如我们的旧物改造系列
活动，就是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倡导绿色环
保和勤俭节约理念。”李翠利说，微光书苑已经
成了村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今天的活动是自制饮水机实验，11个孩
子用了 19个瓶子，22个纸杯，全部成功完成自
制饮水机。活动结束后，李芷诺、李浩冉并没有
回家，而是去了街上拣拾木棍，为下次活动做准
备工作。”

每一次活动结束后，李翠利都会做详细的
记录。

“李芷琪这次活动表现棒极了！自制饮水机
质量最好，开关灵敏；他折叠的纸飞机在负重一
枚 5角硬币的前提下，飞行距离最远。”李翠利
写道。

在李翠利拍摄的一个视频里，8岁的李芷
琪捏着纸飞机在嘴里哈了一口气后，用力扔
了出去。纸飞机飞了，不停地旋转，李芷琪跟
着那架纸飞机跑着，恨不得自己也变成那架
飞机。

“南飞的燕子，捕捉到春的第一缕气息，在
孩童，小燕子穿花衣的歌谣中，回归梦萦的故
里。”她在诗中写道。

“微光易灭，微光也能燎原”

“喂下文字的乳汁，点亮心灵

的洪荒，去吧，向前方，让心温暖

心，让光点亮光”

“为什么起名微光？”
“它本身就是微光，非常非常微小，就是一

个农村小超市的货架子放几本书。而且，微光易
灭，不知道哪天就没有了。”

有一天，村里刚上小学的刘彩金又来借书，
李翠利跟她闲聊问，妮，你长大想干啥。小彩金
想想了说，想开超市。李翠利心里咯噔一下，有
点失落，看了这么多书，理想咋能是开超市。

小彩金一脸天真，随后说，我也要把书放在
超市里让大家看。

“在某些瞬间，我会觉得做的这个事是有意
义的。”李翠利说，微光易灭，微光也能照亮更大
的世界。

后来，不断有别村的超市经营者找到李翠
利，想在自己的店里也放点书让大家看，这让李
翠利很惊喜。她开始发展合作店，由微光书苑免
费配书，进一步扩大乡村阅读的推广范围。最多
的时候“微光书苑”的“零门槛”借阅模式推广到
了 27家合作店，书苑走进了超市、旅店、诊所、
幼儿园，受众达 30多万人次。

越来越多“微光”汇聚起来。
将自己医疗卫生方面书籍全部拿出来共享

的 69岁村医李桃臣；多年坚持给孩子们辅导作
业的退休教师、七旬老党员李新全；从小学五年
级开始就帮忙组织微光书苑阅读分享活动的大
一新生李幽茹；抓住一切机会推介阅读，重新提
笔做文章的陈桂花……

从单枪匹马到近百人的基层阅读推广志
愿服务团队，在李翠利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
人为乡村阅读推广和文化繁荣注入新的生机
和力量。201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草案）》立法审议座谈上，李翠利提出
了“公共与民办图书馆资源共享”等一系列
设想。

诸多荣誉也不期而至，全国最美志愿者、中
国图书馆榜样人物、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也许民办图书馆做成什么样，没有标准
答案，而我只想让这束发生、成长在乡村的微光
惠及更多的父老乡亲。”李翠利说。

七月末的一天，李翠利打开超市的大门，发
现蓝色大门上贴了一张彩色的手绘，画中一个
“比心”的手势上面顶着粉色的爱心，旁边稍显
稚嫩的字体写着“正能量”三个字。李翠利发了
一个朋友圈：让这份默默的肯定和祝福，在绵长
的岁月中微笑绽放。

翻开她的朋友圈，几乎全部与微光书苑
有关。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她，如果不做微光书
苑，生活会不会不一样。“不做微光……”她顿了
下，想了想又说，“为什么不做呢？”

“谢谢你，让我看到更多的世界。”临上大学
前，李梦洁又来到微光书苑。在这里李梦洁拥有
了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从此，她的世界不只看
到田埂和镰刀，还有水晶鞋和城堡。

李翠利有本未出版的诗集，其中有句话说
道：“喂下文字的乳汁，点亮心灵的洪荒，去吧，
向前方，让心温暖心，让光点亮光。”

在自家超市办“图书馆”，从被嘲“神经病”到受邀参与“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审议座谈

在田埂守望书香：农家女 12 年乡村阅读推广路

“想要驱赶心灵的荒芜，

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广阅读，把

健康、积极的文化种子播种在

身边这片土壤”

农家女李翠利是这样想

的，也是这样做的。她以自家

超市为阵地，办起超市里的

“图书馆”。从单枪匹马到组建

起百余人的基层阅读推广志

愿服务团队；从有奖借阅到 30

万余人次的借阅记录；从摸着

石头过河的乡村阅读推广探

索到受邀参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立法

审议座谈……

▲李翠利（中间）在“微光书苑”与孩子们交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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