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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村级三农服务站的镇店

之宝。农药、种子、肥料套

餐服务。有意加盟者，请与

当地邮政支局联系。

诚招村级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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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山东省天达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特约一线专
家苗吉信，应邀为当地种植户讲解了花生和玉米种植、肥水管
理和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因其讲得实在，大伙听得明白，
而受到追捧。

其实，大多数农民都懂得科技兴农的道理，只是苦于真正

能让他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技术太少，单靠聘请外来专家
举办几场讲座远远满足不了“胃口”，也达不到预期效果。而
各地在农业种、养、加、销的实践中，逐渐涌现出一批有一技
之长的乡土能人，他们上联院校专家，下接一线农民，对推广
农业技术、活跃农村市场、提高农民素质、引领农民致富起到
了积极作用，被人们称作“土专家”“田秀才”，让他们上讲
坛，讲技术，具有很多优势：他们生活在群众身边，是大伙
“眼看着”成长起来的致富典型，他们以农民的身份、用农民
熟悉的语言、方式、事例，传授技术，指点迷津，往往能讲到
“点子”上，教到关键处，让农民更有亲切感，也更具说服
力，可以减少很多“科技下乡”中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

从“土专家”自身来说，他们大都希望自己所练就的手
艺、培育的良种、饲养的畜禽得到认可与推广，从而形成较大
的生产规模和销售市场，带领大伙共同致富，实现互利双赢。
各级各相关部门应把这些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通过给培
训机会、给激励政策、给搭建平台等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和引
导其走上讲坛，“讲经说法”。这样既能缓解农村科技人才不
足的压力，又可以为乡土能人拓宽“用武之地”，既有利于农
村实用人才脱颖而出，又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人才保
障。

总之，“土专家”上讲坛是一种行之有效、顺应民意、农
民欢迎的惠民之举。

农家书屋广受农民欢迎
记者在调查统计的 414 人中，

有 288 人“认为农家书屋工程非常
有必要，非常欢迎”， 95 人“认为
有必要，欢迎”，两者合计比例为
92 . 5% 。 95 . 8% 的村民表示“如果
村里有农家书屋的话，愿意去看书
借书”，其中 77 . 3% 人表示“会经
常去”。很多人在“对农家书屋工
程的建议”中都提出要尽快把农家
书屋建起来。已建有农家书屋地方
的村民，都希望农家书屋能多补充
更新图书。全省多个地方都要求追
加 2009 年农家书屋建设任务数。

调查中有人谈到，农家书屋不
增加农民负担，最多也就是看书的
人数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但只
要有人看书，农家书屋就能发挥巨
大作用。读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
个农民一生的命运；一条致富信
息，可能造福一方百姓。有的农民
说：“早建书屋，大学生都能多出
几个！”

学生、教师、种植养殖专业户
成主要阅读人群

对当前农村阅读现状的判断，
63% 的人认为“看书的人不多”或
“没有人看书”。其中非学生类调
查对象中 85% 的人认为“看书的人
不多”或“没有人看书”。 27% 的
人认为“很多人看书”，选择这一
答案的大多数是农村学生和老师。
关于农村阅读人群结构，排第一位
的是 64% 的人选择的“主要是学生
和教师”；排第二位的是 27% 的人
选择的“主要是专业户和做生意
的”。

农家书屋管理员们也反映，到
书屋借书看书的主要是学生、教师、

搞种植养殖的专业户(经营户)，其次
是退休干部职工、村干部等。实地察
看农家书屋的借书记录、书籍旧损程
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些适合学
生阅读与农业科技类的图书，使用率
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图书。外出务工经
商是当前多数农村的主要经济来
源，平时留守农村的主要是孩子和
老人，这也决定了农村主要阅读人
群集中在学生。

农民阅读书籍重实用
除低龄儿童外，农村阅读人群

具有十分明确的阅读目的，急需用
什么样的知识就读什么样的书，阅
读与劳动、学业、生活密切相关。
学生希望能读到助学类图书，专业
户(经营户)喜欢读与自己从事行业
相关的科技类图书，遇到法律问题
的农民和村干部希望读到法律类图
书，一般村民希望读到生活保健方
面的书。农村的这种阅读需求明显
体现在读书分类的选择上，选择率
依次为：少儿类、科技类(农业)、
生活类、政经类(法律为主)、文化
类(文学艺术、综合类。这一调研结
论，对于我们确定农家书屋出版物
分类结构比例和品种有着重要的参
考价值。

大力推荐农民急需的农家实用
图书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图书离农
民的需求有一定的距离：一是价格
高，二是内容离实际操作远，很多
书都是作者为了评职称或晋升编写
的书，字里行间专业术语过多，不
适合普通农民阅读。

最近，记者在一家三农服务站
看到一本名为《农家实用百科》的
书，全书避开枯燥单调，条目清晰
浅白，实用性强、文化味浓、丰富
易懂，是农民自己的书，对任何一
个关心农业、关爱农村、想了解农
民的人来说，看到它，都会倍感亲
切，看到它，就已经走进了农村，
走近了农民。我们应该把这样农家
急需的、贴近农民生活的书纳入到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来。

相传康熙年间，安徽青年王致和赴京应试落第后，决定留在京城，一边继续攻读，一边
学做豆腐谋生。可是，他毕竟是个年轻的读书人，没有经营生意的经验。夏季的一天，他所
做的豆腐剩下不少，只好用小缸把豆腐切块腌好。但日子一长，他竞把这缸豆腐忘了，等到
秋凉时想起来了，腌豆腐已经变成了“臭豆腐”。王致和十分恼火，正欲把这“臭气熏天”
的豆腐扔掉时，转而一想，虽然臭了，但自己总还可以留着吃吧。于是，就忍着臭味吃了起
来，然而，奇怪的是，臭豆腐闻起来虽有股臭味，吃起来却非常香。

于是，王致和便拿着自己的臭豆腐去给朋友吃。好说歹说，别人才同意尝一口，没想
到，所有人在捂着鼻子尝了以后，都纷纷赞不绝口，一致公认此豆腐美味可口。王致和借助
这一错误，改行专门做臭豆腐，生意越做越大，而影响也越来越广，最后，连慈禧太后也闻
风前来尝一尝这难得一见的臭豆腐，对其大为赞赏。

从此 . 王致和与他的臭豆腐身价倍增，不仅上了书，还被列入御膳菜谱。直到今天，许
多外国友人到了北京，都还点名要品尝这所谓“中国一绝”的王致和臭豆腐。

因为腌豆腐变臭这次失败，改变了王致和的一生。

美国总·肯尼迪的父亲从小就注意对儿子独立性格和精神状态的培养。
有一次他赶着马车带儿子出去游玩。在一个拐弯，因为马车速度很快，猛地把小肯尼迪

甩了出去。当马车停住时，儿子以为父亲会下来把他扶起来，但父亲却坐在车上悠闲地掏出
烟吸起来。

儿子叫道：“爸爸快来扶我。”“你摔疼了吗？”“是的，我自己感觉已经站不起来
了。”儿子带着哭腔。

“那也要坚持起来，重新爬上马车 . ”儿子挣扎着自己站起来，摇摇晃晃的走进马车，
艰难的爬了上来。

父亲摇动着鞭子问：“你知道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吗？”儿子摇摇头。
父亲接着说：“人生就是这样，跌倒，爬起来，奔跑，再跌倒，再爬起来，再奔跑。在

任何时候都要全靠自己。”
有人问他：“你每天要做的事情那么多，怎么有耐心教孩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

料约翰·肯尼迪的父亲一语惊人：“我是在训练他做总统。”

记者在苍山县大钟村镇泉汪村的农家书屋看到，农业科技、乡村医学、法律法规等上
千册图书及各类光碟琳琅满目，桌上摆放着各类报刊。

据了解，像泉汪村这样的农家书屋，苍山县今年已建成 90 多家，惠及群众 70 多万
人。

苍山县把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作为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内容，保证二、
三年的时间各村都建立起农家书屋。

欢迎更多“土专家”上讲坛
本报记者 段新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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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
个农民的命运。

出一本农家适用的书是
为了让农民增产增收的，不
是为了自己评职称或晋升而
让农民为自己“埋单”的。

王致和的臭豆腐是怎样做成的

我是在训练他做总统

苍山新建 90 家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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