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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州晚报记者与于建嵘教授通过微博取得联系，于
建嵘得知郑州晚报对随手送书下乡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和支持，
得到很多网友和市民的响应后，非常高兴。

“我之所以在微博倡议随手送书下乡，就是让旧书刊在农
村流动起来！”于教授介绍，他是5月2日发起的倡议，得到了网
友的支持。也就在倡议当天，于建嵘带领50多名网友，车载500
多本各类书籍，奔赴河北顺平县大悲镇，送去第一批来自全国
各地爱心人士捐赠的书籍，直接送到农民手中。现在，全国 10
多个省都响应他的倡议，开始送书下乡。

“这次随手送书下乡活动，之所以坚持不让把书放在村
委会和学校，是因为多年对农村的研究发现，把书放在村委

会和学校起到的作用不大。一些村委会的图书室多半不开
放的，农村学校也是如此，图书室好久不开一次。我们用一
些小志愿者来管图书，情愿丢失几本，也要让书流动起来，
这样书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把书直接送到农
民手上。”

于教授说，他今年5月1日和网友在湖南衡阳调查，发现许
多农民家都没有书。他们只爱打麻将，精神生活匮乏，这也是
他倡导送书到农民手中的初衷。

9月 11日 10：00~16：00，现场捐书活动将在郑州轻工业学
院东 100米学习书店门前举行，要参加捐书的市民可到现场参
加活动。联系人：赵雨虹，电话：15039054717。

5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上发起了“随手送书下乡”倡议。
网友踊跃参与，先后在北京、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市展开活动。
郑州网友也积极行动起来，发起了捐书活动。昨日，晚报以《你家的废旧书，也许能让人读出精彩》为题，报道了郑州市的网友在教师

节和中秋节期间，组织捐书下乡的事。不少市民称，他们希望能在9月11日到现场捐书，支持于教授倡导的随手送书下乡。
昨日，晚报记者微博联系了于建嵘，他对晚报的参与表示感谢，也在网上回答了送书下乡的相关问题。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这是一对携手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
这是一对桃李满天下的老教师

他们16年资助了30多名寒门学子
他们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说起王碧岑、李艺雯老
师，郑州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人人皆知。这两位老人退休
后一直没闲着，16 年间陆陆
续续向希望工程捐款，共资
助了30多名贫困学生顺利完
成了学业。昨日，晚报将鲜
花送给两位可敬的老人，王
碧岑代老伴接受鲜花后笑
了：“这是最好的教师节礼
物。”

晚报记者 李雪/文 周甬/图

市民作了一首小诗支持送书下乡
昨日上午，晚报报道了随手送书下乡在郑州的活动

之后，不少市民除了在微博上发表支持外，还通过拨打
晚报热线，询问这次活动的相关情况。

市民胡女士本来要把她家的3捆书当废纸卖，看到晚
报报道后，她又把拿下楼的书提上了楼。“我要在9月11
日，和女儿一起去东风路的郑州轻工业学院那里捐书。”

市民左冰凝女士得知郑州众多网友积极响应于建
嵘教授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专门为此作诗一首，诗
中这样写道：“我们愿架起桥梁/把您的爱心/伴着墨
香/ 送到那偏远的山庄/孩子们的笑颜是最深的悸动/
大家的爱心是延绵不绝的力量！”

送书下乡的郑州组织者赵雨虹说，从昨日上午开
始，很多市民打来电话询问。“这次捐书不拘一格，养殖
类的书、致富的书都可以。不仅针对孩子，还有很多农
民朋友也缺书。这个活动，就是在村民家里或者商店设
个读书点，村民都可以免费去看。”

网友们希望郑州晚报把这一公益事业连续跟踪报
道下去，有网友留言说：“现在农村物质生活好了，但精
神食粮缺乏，能给乡下的人们送去精神食粮，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

赵雨虹说，最让他感动的，是一位叫尚峰的老人。已经 87
岁的老人看到郑州晚报后，直接与赵女士联系：“我家藏书很
多，大多数都是有价值的，医学类、农业类、历史类、社教类、文
化类等都有，四大名著有好几套，有上千本。”老人说，这是他一
辈子的藏书，他想趁着他还能行动，把他所有的书捐出来。

赵雨虹说，她已经和志愿者联系好了，9月11日，志愿者将

开车去老人那里，把他要捐的书拉回来。
市民徐女士因为要和女儿一起回老家过中秋，赶不上 9月

11日的捐书。昨日上午，她骑了40分钟自行车，替女儿捐了很
多学习用具。“女儿上大学了，留下不少东西都不用了。”赵雨虹
听说徐女士家离捐书点有些远，要去接徐女士。但徐女士拒绝
了，她坚持自己去目的地，捐出这些物品。

87岁的老人要捐千本书

10多个省都响应捐书下乡活动

百岁老人希望工程捐款16年
1962年，王碧岑到郑州大学担任中

文系副主任，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一大
批杰出学子。

他一直工作到73岁，才真正离开工
作岗位。

离休后，他和老伴李艺雯老师十几
年坚持向希望工程捐款捐物，先后资助
了30多名贫困学子。

去年，当得知国家要在安阳建设文
字博物馆时，又欣然无偿捐赠了50多种
书籍，其中不乏十分珍贵的历代名碑帖。

“老教师这种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
和对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在前不久老人的百岁生日
宴上，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在贺信中这
样说。

从1945年老两口结婚那年算起，今
年早已过了“钻石婚”，但王碧岑说，只
要自己不“毙”了，就一直捐下去。

李艺雯老人一直珍藏着一本特殊的账本。
这个账本就像小学生的作业本，虽然连皮都掉

了，但她仍当宝贝一样保存着。
里面记录着这十几年来老两口的捐款情况。
王碧岑老人把账本拿出来，上面详尽的记录始

于1995年2月。
1995年1月，王碧岑、李艺雯夫妇收到3封来自

信阳市新县代咀乡小学的来信。
其中一段话让夫妇俩颇为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收到您的捐款，奶奶抱着我哭了：娃儿总算有学上了”。
看完后，老两口作出决定：以后每年都给孩子

们捐款。
“这3个孩子的来信是我们的动力。”王碧岑用

手扶了扶眼镜。
从那以后，每年二三月，老两口都要给希望工

程送去助学款。从 1000元、1500元，到 2000元，从
不间断。他们还时不时给特别贫困的孩子寄上衣、
帽和现金。

他们收获的，是一封封孩子们的来信，让他们
满足的，是一个个孩子圆了上学梦。

王碧岑、李艺雯老两口每年的捐款，都能让二
三名中小学生顺利完成中学或小学阶段的学业，
粗略一算有 30 多名。给他们写信的孩子们却越
来越多。

每收到孩子们的来信，老两口都高兴地一同分
享，快乐得像个孩子。

虽然有的孩子过了资助期就再也没来过信，但
两位老人并不在意，“只要孩子们有学上，这就够
了，我们会坚持捐下去”。

今年，老伴李艺雯腿脚不便，过完春节她到希
望工程一下子办了5年的捐款手续。

王碧岑老人说：“我怕我活不到那时候，就让老
伴提前捐了吧。我本来就是一个老百姓，回报社会
是我应尽的义务。”

3个孩子的来信是我们的动力

老人一次办理了5年的希望工程捐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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