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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好人的力量是潜移
默化的，它融入城市的血液，转化为城市
的品格；好人的力量是润物无声的，它承
载着城市精神， 凝聚着城市的正能量。 6
月 14日，由中共白城市委宣传部、白城市
文明办主办， 白城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2019 年第一季“白城好人”发布会在白城
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办， 授予 25 名个人
（集体）为 2019 年第一季“白城好人”荣
誉称号。

白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辉出席发
布会，并为“白城好人”颁奖。

发布会现场， 通过播放事迹短片、致
敬词、主持人讲述、现场采访及文艺作品

表演等形式讲述了一个个好人标兵感人
至深的故事，生动诠释了“诚实守信”“孝
老爱亲”“自强不息”“敬业奉献”“见义勇
为”“助人为乐”的道德之美，展示了白城
好人的崇高精神。

在他们当中，有一诺千金、诚信立身
的普通人冯玉国；有勤劳善良、一片至诚
的弟媳郝景云；有坚守责任、不离不弃的
好丈夫李欣；有瘦小娇弱、坚韧不拔的好
女儿、好母亲黄琳姣；有无私奉献、救死扶
伤的医生王欢；有扎根贫困村、致力建设
美丽乡村的大安市龙沼镇原党委副书记
孙燕辉；有维护正义、不惧生死的人民警
察李想；有践行公益、不忘初心的白城广

电新闻中心志愿服务团队……“白城好
人”的事迹虽不惊天动地，但足以感动众
人。 参与互动网友的留言、现场闪烁的灯
光、此起彼伏的掌声、至真至情的泪水，交
织成一幅幅美好的画面， 镌刻在众人心
中。

定格温暖的瞬间， 汲取前进的力量，
“白城好人”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道德的定
义，人情的温度，通过一件件普通的小事，
如星火燎原般带动整个社会向上向善，在
八百里瀚海汇聚起强大的正能量，为全市
新一轮振兴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
养，“白城好人” 的点点星光也将永驻人
心。 /记者 姜宁 实习生 刘莹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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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一间小小的农家书
屋，就像茫茫草原上的一座小小的灯塔，是
草原上孩子们每天心心念念的地方； 又像
是雨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美丽蘑菇， 散发
着清新和芬芳……

坐落在科尔沁大草原深处的通榆县包
拉温都蒙古族乡， 有个叫迷子荒的偏远小
村子。 以前，还没有农家书屋的时候，这里
曾在一年里接连发生了 4 起未成年人犯罪
事件，这让张树森老人很是揪心。

2008 年，从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党委秘
书岗位上退休后，张树森一直在想，能不能
找到什么好的方法， 并通过自己的一些努
力， 让村里的风气变得好一些呢?�特别是
让村里的孩子们， 能有个安静和文明的去
处，能帮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呢？

于是，萌生了办一间书屋的念头，他的
想法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一致支持。 张树
森不顾自己年迈， 义务承担起了农家书屋
管理员的工作。

书屋建起来后， 他和老伴儿常年吃住
在书屋， 这样就可以让书屋全天对乡亲们
和孩子们开放。 村里有十几位退休的老干
部、老教师、老战士、老党员和老劳模，这些
被村里人称为“乡贤”的老人，受张树森的
感召，也纷纷做了书屋的志愿者，轮流义务
为读者服务。 当地政府也给了书屋一些扶
持，陆续配备了两万多册图书。

农家书屋一天天红火了起来。 以前只
喜欢闲逛和打牌的村里人， 现在都懂得来
农家书屋学习“充电”了。 养牛专业户来这
里学习养牛的知识后， 科学养牛， 发了牛
财；种植户来这里学习科学种田的知识后，
获得了丰收； 有的村民来这里学习法律知
识，成为了“法律明白人”。更让很多人没有
想到的是，农家书屋创办几个月后，村里唯
一的一家网吧关门停业了。

村里的谭淑珍老奶奶有个孙子， 名叫

曲阳， 是农家书屋的忠实小读者。 6 岁之
前， 小曲阳一直在天津和打工的爸爸妈妈
生活在一起。 后来，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
改嫁到了别的城市， 小曲阳就跟爸爸一起
生活。 可是，爸爸每天要到工地干活，没有
时间照顾幼小的孩子，所以，爸爸只好把小
曲阳送回老家让奶奶照看。

谭奶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多数时
间只能躺在炕上，不能陪他出去玩儿。 小
曲阳感到很孤单。 就在小曲阳回村的第五
天，张树森爷爷来到他家，腼腆的小曲阳
赶紧躲在了奶奶身后，只听张爷爷说：“大
姐，我给你送书来啦！ 这是政府刚给咱书
屋配的一批新书，我瞧着这本《心脏病用
药与配餐》对你有用，今天赶紧给你送来
了。身体怎么样啊？”奶奶把躲在身后的小
曲阳拉过来，说：“这是村里农家书屋的管
理员张爷爷，快，问张爷爷好！ ”原来，为了
让那些因为年纪太大或生病了出门不方
便的人也能看到书，张树森除了在书屋一
天忙到晚，每个星期还专门挨家挨户给这
些人送一次书，一送就是十几年。 为了送
书快捷，他还自己花钱买了一辆电动摩托
车。

小曲阳好想去农家书屋看看， 他很好
奇，农家书屋是什么样子呢？那里有什么好
玩的东西吗？

没过两天，张爷爷又来了。张爷爷已经
了解清楚了小曲阳的处境， 所以特意给他
送来了一些儿童书籍。从那以后，张爷爷每
次来给奶奶送书时， 都不忘给小曲阳挑上
几本儿童书籍。奶奶出门不方便，小曲阳又
刚回村，还不太“合群”，一天到晚闷闷不
乐。可是，有了张爷爷送来的这些有趣的书
陪伴他，就像拥有了知心的小伙伴一样，心
情一天天好起来。

这天正好是周日， 又到了张爷爷来送
书的日子。小曲阳一大早就醒了，迫不及待

地来到门口，向外看了又看。奶奶说：“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 你张爷爷要一家一家地送
呢，再等等吧。”快到中午的时候，小曲阳终
于又听到了熟悉的电动摩托车声。这一次，
张爷爷给奶奶送来一本《陪孩子长大》，叮
嘱奶奶好好看看， 可能对怎样引导小曲阳
有用。奶奶说：“真是太感谢你了，按照你上
次送来的书中讲的方法用药、配餐后，我感
觉心脏舒服多了！ ”

小曲阳看见张爷爷来了， 赶紧跑回里
屋抱来一个小纸盒子， 一声不响地递给了
张爷爷。张爷爷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瓶水果
罐头。小曲阳说：“张爷爷，谢谢您送我爱看
的书，这是我给您买的。”平时有点腼腆，不
爱说话的小曲阳，小脸蛋儿憋得红红的。显
然，这句话在他心里练习了不知多少遍。奶
奶笑着说：“真懂事儿了， 这个连奶奶都瞒
住了。 前几天，他爸爸寄来点儿钱，是他背
着我给你买的，这是孩子的心意呀！ ”

张爷爷高兴地说：“谢谢你啦，好孩子！
罐头留着你和奶奶吃，你的心意爷爷领了。
别忘了业余时间多到农家书屋来读书哟！”
小曲阳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从此，大草原上的小书屋，成了小曲阳
最爱去的地方， 并在那里结识了不少爱读
书的小伙伴。

在科尔沁草原上，7 月的天就像孩子
的脸，说变就变。 傍晚时分，刚刚还晴空万
里， 不一会儿就电闪雷鸣， 下起了瓢泼大
雨。这时，农家书屋里还有 7个孩子正在专
注地看着书。过了好一阵儿，雨丝毫没有停
下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因为担心孩子们
饿着，张爷爷就张罗着拿来方便面，让老伴
儿给孩子们泡面吃。这 7个孩子中，有个叫
孟柱的小男孩儿，是村民孟庆祥的儿子。孟
柱原先在城里读书，但是城里网吧多，孟柱
迷上了上网， 耽误了学习， 成绩老也上不
去。后来，孟庆祥看到村里的孩子经常到农

家书屋里读书，一个个进步很大，就把儿子
又转回了村里学校。

回来当天， 他就把孟柱领到了农家书
屋，说：“这孩子小，不知道用功学习，喜欢
上网，让他来这里多看看书吧。”从此以后，
张树森和书屋的志愿者们就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又是督促又是辅导孟柱学习，不
久就帮助孟柱戒掉了“网瘾”。 孟柱也把农
家书屋当成了自己的“第二课堂”，不但用
功学习， 还常常把在书屋学到的知识讲给
班上的同学听。 因此，同学们都夸他是“小
网迷变成了小博士”。

晚上 8点多钟，雨还没停。为了不让孩
子们的家人担心，张爷爷与志愿者们商量，
决定每人护送一个孩子回家。 张爷爷负责
护送孟柱，因为他家离书屋最远。这一老一
小互相搀扶着， 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风雨
之夜，走了大约 3 公里，终于到了孟柱家。
当时，孟柱的爷爷已经穿好了雨衣，正要去
接孟柱。 看到年过七旬的张树森亲自把孙
子送回家，孟柱爷爷一把抓住张树森的手，
说：“有了你的小书屋， 村里的孩子们真是
有福了！ 孩子去你那里，我最放心了，太谢
谢了。”孟柱不仅把农家书屋当成了自己的
“第二课堂”，而且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
一年后， 他成为了学校的“三好学生”。
2018 年夏天， 孟柱中考成绩全校排名第
一，成为大家称赞的“小状元”。

书的魅力是无穷的， 读书是可以互相
感染的。受儿子的影响，孟柱的父亲孟庆祥
也成为了农家书屋的常客。 他到农家书屋
看书， 学到了不少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方
面的知识，又是养羊，又是种粮，成了村里
的富裕户。 有一次，孟庆祥来到农家书屋，
情不自禁赋诗一首：“农家书屋就是好，里
里外外都是宝。书中指引圆梦路，老少齐飞
翱翔高！ ”

/李东华 徐鲁 报道 陈宝林 摄

白城市举办二 一九年第一季
“白城好人”发布会

大草原上的小书屋

张树森（右一）在书屋向村民和青少年宣讲党代会精神 村民和青少年在书屋看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