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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专门划给老李的摊位也门庭若市。流动书摊

前，读者络绎不绝，有借阅《致富天地》学习

农业知识的村民，有来还武侠小说的年轻人，

有抱着大茶杯边看《大理日报》边和老李

谈天说地的老人，还有赶来看趣味连环画

的儿童……

老李的流动书摊乍看粗糙，近看却是“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小推车和摆放书籍的 3 个

箩筐上搭块板子，2张“书桌”就成型了。桌面上，

整齐地摆放着群众阅读率最高的《半月谈》《致

富天地》《农村新技术》《老年博览》等期刊，

以及科技类、时政类、少儿类书籍。推车一侧，

用2根焊接的杆做成了简易报架，正面挂着《人

民日报》《大理日报》《弥渡通讯》等各类报

纸，背面则挂着县、镇和村里近期重点工作宣

传横幅。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书摊，农闲时，在这

里看看书，再‘杀’几盘象棋。”村民王大爷

对老李的流动书摊很是喜欢。据常年在集市里

经商的小贩介绍，书摊“生意”非常好，既是

周边群众汲取知识的源泉，也是乡村工作的宣

传点。村民们来书摊坐一坐，在丰富科学文化

知识的同时，也能知晓各项惠农利农政策，可

谓一举两得。

 

“悦读”种子破土萌发

翻阅李存德自制的《农家书屋出

版物借阅登记簿》，上面详细记录着：

2020 年，阅读 4873 人次、借阅 156 人

次；2021 年，阅读 5204 人次、借阅

245 人次；2022 年，阅读 4920 人次、

借阅 293 人次……

流动书摊如何做到广受群众欢迎？

这与老李的认真负责密不可分。为吸引

读者，老李煞费苦心，创新“进货渠道”，

确保流动书摊时常有新书新报。据老李

介绍，出摊带的书籍，有的是县里和镇

里为农家书屋配发的，有的是爱心人士

捐赠的，还有一部分是他主动“要”来的。

李老笑着说，无论是调研的领导、驻村

的干部还是采访的记者，只要有人到访，

他都会向大家“要”书。久而久之，州、

县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只要到红星村开展

工作，都会习惯性地给老李带几册书，

这便成了红星村农家书屋特殊的“进货

渠道”。书籍报刊常换常新，也为老李

的流动书摊赢得更多的读者。

记者采访间隙，2 位邻村过路村民

在流动书摊前停下摩托车，对老李说：

“现在到处在报道你，我刷‘抖音’

都刷到你啦。”老李冲他们呵呵一笑：

“有空快带孩子一起来读书，我会一直

在这。”

在这个小山村里，老李多年前埋下

的“悦读”种子正在破土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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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李存德的流动书摊阅读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