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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记者走进碧水云天中央
城小区的“读书会”，在120平方米的空间
里，4000本图书摆满了房间的大小区域，
书籍种类包含有天文、历史、地理、文学、
科学……真是书的海洋，令人目不暇接，
使人一进房间就感受到图书文化的浓厚
氛围，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阅读和借阅。

据了解，这家“读书会”的主人叫徐
同臣，今年 27岁，是一位瘦高个，很精明
的小伙子，2010年毕业于枣庄科技职业
学院，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当记者
和他谈起为什么办“读书会”时，徐同臣
笑着说：“我在上学时，就喜欢收藏图书，
我利用旅游的机会，先后到济南、泰安、
徐州等地收藏了文学类、散文类、科普
类、管理类、传记类等 3000多种图书，我
从大学毕业后就梦想办一个社区‘读书
会’，以书会友，交流学习，丰富社区文化
建设，免费为社区市民服务，使市民特別

是青年人远离网络和手机，多出门与人
沟通和交流，增进友谊，促进社会和谐。”
基于上述想法，小徐从毕业后，就到处收
藏各类图书，着手筹办“读书会”，为了创
业，自筹资金在中央城小区租了200多平
方米的房子，进行装修，楼下自开的咖啡
馆，楼上是书会，这也是他大学毕业自主
创业的第一步。他为了办好“读书会”，
为了使市民更好地交流，他还每周五在
二楼书屋举办一次读书交流会，让社区
的居民和读书爱好者相聚在书屋，喝着
咖啡，以书会友，交流读书心得和感想。

当谈到下一步打算时，徐同臣说：
“我准备再收藏和购买10000本图书来扩
大‘读书会’，把它做大做强，争取建成鲁
西南首家社区‘读书会’，并延伸到更多
的社区，为更多的市民服务，为社区文化
建设尽自己的力量。”

家住碧水云天中央城小区的市民郭

先生拿着正在阅读的书高兴地告诉记
者：“我们住在这里太方便了，不要出门
就可以阅览和借阅图书，我对传记书很
感兴趣，我经常到‘读书会’来阅读和借
阅，通过在这里阅读和市民交流的多了，
不仅学到了很多需要的知识，还增进了
友谊，交流了读书心得和感情，在这里阅
读比在网上阅读更有读书的氛围，也更
加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

“这个‘读书会’从阅读到借阅都是
免费的，我们非常喜欢，徐同臣给我们居
民提供了读书学习的环境和条件，还提
供茶水供我们阅读和交流，我们非常感
谢他，在这里读书比在网上阅读的氛围
更加浓，是我们市民学习读书，交流的好
去处。”市民刘先生如是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通往我们小区的这条路上仅有三盏路灯，
可是这三盏路灯却没有一个亮的，每天晚上回
家都摸黑走在这条路上，很不方便。”20日上
午，记者在市中区振兴南路走访时，家住邮电小
区的居民王女士向记者反映，“希望能让路灯亮
起来，让我们回家不再摸黑。”王女士说。

跟随王女士的指引，记者从振兴南路走到
丽波酒店北侧往东拐就来到这条路上，据王女
士介绍，这条路段没有名字，但是这条路和丽景
园巷是相通的。“这条路上的三盏路灯已经很久
不亮了。”王女士说。顺着王女士指引的方向，
记者看到刚进入这条小路上就有一盏路灯，不
过经过仔细观察发现，灯泡已经从路灯灯罩里
脱落下来，仅有一点连着，灯泡随风不时的摇摆
着。再往里行走一段距离就看到另外两盏灯，
虽然灯泡没有脱落，但是据王女士和另外两位
市民说，这两盏路灯也是处于“休眠”的状态。

“这条小路虽然窄，但是两边的小区不少，
这几个小区的居民天天经过这里都直呼没有路
灯真的是出行不便。”王女士说道。随后，记者
了解到这个小区南北两侧和东侧都有小区，住
着不少的居民。

“这条道路虽然小，却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
路，希望有关部门赶快把这条小路的三盏路灯
修好，让我们小区居民出行能够方便一点。”王
女士说。“不光要把这三盏灯给维修好，最好在
往里拐角的路段安装几个路灯，这样也好让居
民在经过这里时能够看清拐角的情况，以免有
什么意外发生。”另一位居民补充道。

（记者 李帅）

三盏路灯一盏都不亮

邮电小区居民
晚上摸黑回家

宋女士说，她原本和老公二人都
在北京工作，由于产期将近，她便从北
京回到枣庄待产，在娘家住几天，在婆
家住几天。这星期，宋女士的爱人不
放心，要从北京赶回来。

宋女士说，由于最近她姥爷来他
们家了，所以她也回到娘家，和姥爷做
个伴。“我姥爷从小就疼我，时间长不
见我，就得念叨。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我每个星期都要给姥爷打一两个电
话。如果工作忙，时间长了不打电话，
姥爷肯定得找人帮他给我打。”宋女士
说道。

“我回到家之后，每天都会和姥爷
两个人出去转转，一般都不会出小区

的大门。正巧我这两天脚后跟磨破了
皮，一走路脚后跟破皮的地方就流
血。姥爷一看我这样，也不要求天天
出去转了。”宋女士说，但是星期一的
时候姥爷却一反常态，要自己出去
转。“我姥爷已经九十多了，他自己出
去我肯定不放心，就要和他一起出
去。但是，我怀着孕，脚又破了，姥爷
说什么也不让我出去。无奈，我只有
反复地交代姥爷不能走出小区门，才
不放心地让姥爷一个人出门了。”

平时，宋女士和姥爷二人出去逛
的时候，一般半小时左右就能回来
了。但是，这天宋女士在家等了一个
半小时，也没见姥爷回来的身影。宋

女士着急了，便下楼去找。刚走到楼
下，宋女士就见姥爷手里拎着两只鸡
正蹒跚着往回走。

“见到姥爷我就问他，怎么那么
久，手里的鸡又是怎么回事。姥爷一
听，就咧着嘴笑，说外孙女婿要来了，
他喜欢吃鸡，便出去给外孙女婿买只
鸡吃。”宋女士听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她说：“我姥爷已经九十多岁了，走路
特别慢。我们家附近也没有杀鸡的。
我都没办法想象，姥爷是怎么一个人
走那么远的路，把两只那么沉的鸡给
拎回来的。”

（记者 孙雪）

薛城区院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退休两年
了，闲着在家的李女士为了打发无聊的退休生
活，将自家一楼的居民院改造成了一间热闹的
农家小院，据李女士介绍，自从农家小院成功改
造完成之后，李女士大半年都没去过集贸市场
和超市买菜。

据李女士介绍，两年前，在基层工作的李女
士退休回家，因为过惯了忙碌的生活，乍一回
家，李女士有些不适应清闲的退休生活。“有一
段时间特别烦躁，总想找事情做，打发无聊的退
休生活，在子女和朋友的劝说下，我也出去玩了
几次，可是总感觉没有每天忙碌充实的感觉。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朋友家见到阳台上
的小菜园，我才有了想要改造我家小院的想
法。”据李女士介绍，她所居住的一楼房子有个
空闲很久的院落，在朋友的启发下，李女士决定
将一直空闲着的院子改造成一间热闹的农家小
院。除了种些简单易打理的蔬菜，空闲的时候，
李女士还将她的院落一点点地改造，鱼儿、兔
子、小鸡仔陆续入住小院，一所不曾使用的院落
让李女士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农家院。

“为了不影响邻居生活，院里的小动物是我
精心选择的，为了让院子每天都干干净净的，我
一天至少要打扫一次，冲刷一次，如今我的这家
小院虽然小动物满地跑，但卫生状况却很乐
观。”李女士说，“小院里种出的蔬菜，我也会送
些给邻居们尝鲜，久而久之，和邻居们的感情好
了，一些喜欢小动物的孩子也会在爸妈的带领
下来我的小院参观，尤其是可爱的小白兔深受
小朋友的喜爱，正因如此，我们家小院里几乎天
天都很热闹。”

改造后的小院不仅让李女士的退休生活更
加充实，也加深了李女士和邻居们之间的感
情。“我的这间小院虽然比不上如今盛行的农家
乐，但也成为周围邻居、孩子们的一间小小的玩
乐空间，总有邻居说我们家的小院不是农家乐
胜似农家乐。”李女士说。

（记者 董艳）

种菜养兔 卫生勤打扫

一楼居民院
变身“农家乐”

大学生自办社区“读书会”
免费提供阅览 居民有了好去处

在滕州市碧水云天中央城小区，一名大学生自办的社区“读书会”，为居

民提供免费阅览。大家都称赞这名大学生为社区办了一件大好事，方便了

市民阅读和借阅。

都说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晚辈的爱是没法衡量的。近

日，家住市中区文苑小区的宋女士说，她老公要从北京回来了，她姥爷

已经九十多岁，但是知道她老公爱吃鸡，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杀了两

只鸡回来，这让宋女士感动得无以言表。

外孙女婿要来 九旬姥爷忙采购
一个半小时后蹒跚拎回两只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