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张亚琴

用心读一本好书，有限生命，从此有了无限宽度。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一个人和阅读的故事，而

是他的真诚和执著，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孩子们，
因为爱上阅读，实现梦想和抱负的传奇。

这个人，就是金兴安。
他的头衔有很多：安徽出版集团编审、作家……

可他最看重的，无疑是安徽首个农家书屋创办人的
“职务”：“我有一段与别人不同的童年，年幼时就成了
无家可归的孤儿，是故乡的乡亲们把我喂养、助我读
书、育我成人的。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如今，尽自
己的微薄之力，为蒋集镇带来可喜之变，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成就。”

A 13个月来回跑38趟
建成农家书屋

定远县蒋集镇，居住着约有三万人口，是个不大的
镇子。

十几年前，这里的居民娱乐活动十分单一，农忙之
余的休闲时间，都用在打牌、看电视上。

很多次，回故土探望邻坊的金兴安，看到的都是一
个个忙碌的麻将桌。

此情此景，让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的
金兴安感慨万千：“镇上居然没有一家书店和文化设
施。”于是，建一个书屋、让乡亲们有书读，这个念头一
冒出来便无可遏制，几天下来，它被列入了金兴安
2004年必做的大事记上。

写申请，打报告，选址，设计书屋，建设，捐书，落
成，开馆。2005年10月28日坐落在中学内的书屋，面
向农民们敞开欢迎的怀抱时，没有人知道，金兴安为此
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从 2004 年起的 13 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合肥到定
远蒋集，来回38趟，才换来了书屋的如期免费开放。

初始，书屋里满放的是金兴安从上世纪70年代中
期到90年代间所珍藏的全部书籍；作为安徽出版集团
编审，所有送到他面前的样书；他自己所写的18本书。

家庭里，已有对象的儿子拿了结婚证，准备办婚事
的钱也被金兴安用来投在书屋的建设上，以致婚礼延
迟了一年才举行。

盖书屋时，他和老伴跑了无数个旧货市场，寻找建
设需要的门窗和建材，并费尽口舌进行讨价还价。

书屋上大梁时，劳累了数天的金兴安，腰椎间盘突
出的老毛病突然发作，疼得让人受不了。家人劝说，你
行走都很困难，就不要去蒋集镇看了。金兴安觉得，上
大梁是件大喜事，作为主导人的身份不在现场，有点过
意不去。次日，他早晨6点一起床，就把用钢板做成的
腰围捆绑在身上，吃下4片止疼片，坐公交班车前往蒋
集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先坐公交车去
新亚汽车站，然后坐班车，车里挤满了人，历时 3 个小
时才到了镇上，当时感觉我的腰都快疼断了，汗水成串
往下滴。”

看到扶着腰、气喘吁吁走进来的金兴安，正在书屋
干活的人都非常感动。

等到书屋开放后，“面对农民们潮水般地向书屋涌
来时，看到了他们渴望书籍的眼神，体会到他们盼望致
富的心情，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金兴安说。

捆着钢板做的腰围
见证书屋上大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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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食物不能废咸，但少加使淡，淡则物之其
味真性俱得。 ——《老老恒言》

12年的坚守
换来一场永不落幕的人生大戏
记我省第一家农家书屋创办人金兴安

除了阅读书屋里的散文、小说，蒋集镇的农民
们，更是把书屋中大量的农业技术知识转化为致富
的有效手段。

村民金其如，本来养了几头猪。把农家书屋中
与养猪技术相关的书籍当成了宝贝，通过一段时间
的看书学习，后来，他已经可以自己处理猪身上一
些常见的疾病。现在养了400多头猪，成了远近闻
名的养猪大户。

无独有偶，村民熊传运，把农家书屋中关于葡
萄种植的技术转化为增产增收的好帮手，葡萄种植
的效益也因此大大提升。

可以说，在农家书屋的开放日，农民朋友们纷

纷来到这里，或者学习农业知识，或者消磨闲暇的
时光。读书可以修身，可以养性，如今，农民朋友从
农家书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休闲、学习的一种方
式，更是一种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为现代的生活
方式。

从书屋走出的天之骄子，更是不计其数。他们
中，不乏有考入清华和北大的。而说起成功的秘
诀，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首推金兴安的农家书屋。

现在，书屋每两年都会举办“农民读书奖和农
民读书组织奖”，每个去书屋的人都会看到阅览室
墙上挂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农民兄弟，你需要什么
内容的书，请登记……

无数的农民和学生，从这里获得了成长的翅膀C

金兴安的事迹，激励着很多人。2013 年 1 月，
书屋荣获“安徽省百佳农家书屋”荣誉称号。

“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坚持的！”促使金兴安的
力量，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

在金兴安的记忆里，有位不知名的老人是令他
感动的人之一。

2006年的盛夏，书屋内没有空调，酷暑难当，在
里面呆上五分钟，便汗如雨下。凡事都会亲力亲为
的金兴安，正在屋内写标语，突然，他感觉到凉爽的
风轻轻吹来，一阵一阵地。他狐疑地朝后看了一
眼，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正在为他打着芭蕉扇，见
金兴安回头，老人把手里的茶水递上。“到现在我都
不知道那位老人的名字，后来我也没见过他。可当
时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

书屋建成后，金兴安找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
省长侯永，想请他为书屋题词。“当时 80 多岁的侯
老听完我的来意，立即站起来走向书桌。这时，我
看到缓慢行走的他身上还挂着个袋子。后来，听了
他身边的人劝说的话我才知道，侯老前一天才从医
院做完手术出院，身上还接有导尿管。这太让我感
动和惭愧了，直到现在，侯老为书屋题写的字仍然
鞭策着我。”

还有一次，金兴安从蒋集镇到合肥后打车回
家。和出租车司机聊天时发现竟然是同乡。金兴
安就随口问他可知道家乡有个农家书屋。已离乡
16年的师傅连称知晓，并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

金兴安。“喜欢看新闻的司机，立马认出了我，一路
上高兴地和我聊着书屋的事情。后来到了目的地，
他居然把我给的车费扔了回来，坚决不收。”

正是因为共同的坚守，金兴安在 2013 年迎来
了农家书屋创建十年的历程。

2014 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批示:“金兴安同志用自己的积蓄和藏书
建设家乡农家书屋，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
动了乡风民风的改观，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
献，这种精神值得赞扬。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转达
我对金兴安同志的问候，希望金兴安同志把感恩乡
村办书屋的路一直走下去，用知识和文化带领乡亲
走向小康和富裕!”

2015 年再迎喜事：书屋进行了原址扩建，投资
了100多万。现占地5亩，仿徽派建筑，面积达600
平方米，分为藏书室、农民阅览室、农民电子阅览
室、名人名作展示室和陈列室。

作为“安徽省第一家农家书屋”，扩建后的定远
县蒋集镇农家（作家）书屋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广迎
所有爱书之人。与此同时，全省第一家数字书屋也
正式上线。

“一个月见不到儿子很正常，但一个月不去
书屋，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没办法生活。”金
兴安坚定地说，有了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和无
私奉献，会继续把书屋办好，以此感恩乡亲，报
恩社会。

身边感动的人和事，成为促进他的力量D

金兴安带着孩子们一起看书（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