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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免费借阅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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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鸡蛋攒下的钱
买《十万个为什么》

“这辈子，我干的工作可太多了，但是，一分
钟也离不开书，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典故
马上就查一下词典。”今年 72 岁的李笑津从小
就爱读书，父母也很支持他买书、读书，上小学
时就已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初中毕业后，
他到农村插队，后来做过民办教师，干过个体家
电维修，当过收发员，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读书
始终是他的头等大事。

日子过得再清贫，他也依然把家庭收入的很
大一部分用来买书。他几乎跑遍了盘锦所有的
旧书摊和废品站去“淘”古书，最古老的藏书是
1935年出版的《红楼梦》全集，这也是“农家书屋”
的镇馆之宝。2010年退休时，李笑津搜集的书籍
期刊已超过1万册，书籍时间跨度长达70年，涵
盖法学、农业生产、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

“这套图书《十万个为什么》可珍贵。”李笑
津告诉记者，40年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全年
家里的零花钱就是200多元，这是全家卖鸡蛋攒
下的钱，当时还需要买种子和化肥。“媳妇也喜
欢看书，我们两口子一狠心拿出 38 元，为孩子
买下这套图书。”

当年，这套《十万个为什么》一般家庭还真
没有，我和老伴走了15公里到大洼县新华书店
购买的，回来还碰上大雨，我们把图书用衣服包
起来，就怕书湿了。

12年坚持书香润乡
免费借给村民

在白家村，李笑津家是附近村民最想去的
一个地方，他家就是一个书的宝库，屋内靠墙的
书柜虽然很简陋，已经有接近 30000多本书，这
在十里八村都是独一份。村民柳绍仁是李笑津

家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就是相中了他
家藏书，他说：“在农村能有这样一个藏书丰富
的农家书屋，很难得。”

“图书都分门别类地摆放，邻居孩子们经常
来借书，老伴帮我记录一下。”不仅痴迷藏书，李
笑津还从来不吝与左邻右舍分享他的藏书，“闲
暇之余，我的最大爱好就是读书，两个孩子也养
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孩子的同学也经常来我
家读书。当时我家就是一个小图书馆。”李笑津
的老伴今年 70 岁了，她说：“几十年来，很多村
民都成了她家的常客，在书屋读书，谈天说地，
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农村变化太大了，家家都过
上了好日子。”

不仅爱读书，李笑津还痴迷文学创作，笔耕
不辍，将多年读书积淀融入文学创作，他写的诗
词曲赋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有些被收入《当
代辽诗三百首》，2017 年又出版诗集《竹林幽
梦》，72 岁的普通农民李笑津经过近 50 年不断
努力，成为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和诗词楹联学
会会员。

“农家书屋”挂牌
李笑津成了名人

“72 岁的李笑津可是名人，是省里的‘最

佳藏书人’呢！”在盘锦市大洼区唐家镇白家
村，村民提起李笑津总是特别自豪。

2020 年 7 月，李笑津被中共辽宁省委宣传
部、辽宁省全民读书节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评
为了“最佳藏书人”。

“2010 年，我退休了，有了大段时间后开
始创建这个“农家书屋”，免费把家里的藏书
借给附近的村民。”李笑津告诉记者，随着自
己这间“农家书屋”的名气越来越大，2016 年，
李笑津家被挂牌为“农家书屋”。成为“农家
书屋”后，各级宣传部门、科协、妇联、工会、图
书馆等单位纷纷捐赠图书，目前，书屋收藏的
图书和期刊已有三万册左右。

“今年，我这个农家书屋已经免费开放整
整 12 年了。”李笑津家这个小院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来借阅书籍的村民越来越多。

李笑津是个细心人，用心经营着这片小
天地，他将所有书籍分门别类摆放，打理得井
井有条，免费对外开放，农闲时间，村民们隔
三岔五就来还书选书，享受文化的滋养。李
笑津还会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为大家优选
好书，推荐实用书籍，满足村民的不同需求，
为务农人员提供大棚蔬菜种植、水稻种植等
农业科技类书籍，还邀请农技专家或致富能
人开展种植、养殖类培训等。村民们说：“老
李两口子都爱读书，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还
帮 我 们 管 书 ，村 里 的 孩 子 们 都 格 外 爱 读 书
了。”

实现了农村文化共享

“我的两个女儿，从小就喜欢听爸爸、妈
妈给讲故事，一次讲‘草原英雄小姐妹’，孩子
们都被故事感动哭了。”李笑津说，我给孩子
讲的故事都来自家中藏书，《基督山伯爵》《王
子复仇记》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三国演义》，
古今中外的优秀图书我都给孩子们讲。

在他和妻子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两个
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并成为建筑行业的佼佼
者。

“与李笑津这样的人家为邻，街坊乡亲们
都觉得是‘偏得’的。”邻居经常和李笑津的老
伴儿拉家常说：“一进你家院子，看这屋外的
花草树木，屋里的杂志书籍，就有一种积极向
上的氛围。”

今年，72 岁盘锦农民李笑津自费创办的
“农家书屋”已经成立 12 年，解决了附近农民
“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实现了农
村文化共享。李笑津笑称，这也算是以另一
种方式完成了儿时“读书济世”的理想。

“现在村里农闲之余玩麻将、打扑克的人
少了，到我家农家书屋交流沟通的人多了，农
家书屋正在成为村民们劳作之余的‘加油站’
和精神家园。”李笑津一边整理图书，一边说。

辽沈晚报特派盘锦记者 徐刚文并摄

李笑津是辽宁
省盘锦市大洼区唐
家镇白家村村民，他
用12年时间，自费
收集图书期刊近三
万册，个人创建“农
家 书 屋 ”。 一 套
1935年出版的《红
楼梦》全集是“农家
书屋”的镇馆之宝。
老人把一辈子费尽
心力收藏的图书免
费对外开放，带动周
边群众养成读书的
好习惯，形成通过读
书学习脱贫致富的
浓厚氛围，2018年
获得“全国最美家
庭”称号。2020年
李笑津被评为辽宁
省第九届全民读书
节“最佳藏书人”。

附近村民都喜欢来李笑津的“农家书屋”看书，学习农业技术。

李笑津正在整理“农家书屋”的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