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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课本辅导书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吴艳 李小贤

废品收购站里，旧课本和辅导书堆积成山；小区微信群里或转卖或赠送；有的
家长希望建立课本、辅导书回收点……

近日，市民李聪聪将孩子不
用的课本以及一些辅导书卖掉
了。51公斤的书才卖了41元钱，
李聪聪有些心疼。

当时，收废品的师傅一边手
脚麻利地捆书，一边说道：“你们
家这些书可不算多，前些天，我
一家收二三百斤的书是常事。旧
书便宜，卖不了多少钱。”

一到暑假，尤其是家有中高
考生的家庭会整理出很多不用的
课本、辅导书等。看着这些书，家
长们觉得留着占地，卖了心疼。这
些书到底该何去何从？

51 公斤书卖
了41元钱

李聪聪家住运河区金域华
城小区。她有两个孩子。

随着孩子们年级升高，很多
课本、辅导书都不用了。她将一
些书送人，剩余的书堆放在储藏
间里。

今年暑假，李聪聪看到储藏
间里的旧书，觉得太占地方了。
她决定卖掉这些书。

她联系了一位回收废品的
师傅上门。

“书多少钱一斤呀？”
“4毛一斤。”
“这么便宜呀？”
“今年价格是便宜，往年高

的时候能到六七毛钱，今年就是
这个价。”

看着地上放着的书，李聪聪
叹了口气说：“师傅，您收拾吧，
孩子们都用不着了。”

师傅利索地将书捆起来称
重，一共 51公斤。师傅还给多算
了2角钱，将41元钱递到了李聪
聪手中。

李聪聪拿着卖书的钱说：“现
在买一本辅导书要四五十块钱，
这些钱才刚够买一本辅导书的。”

李聪聪回想起当年，她和父
母整理自己的旧书去卖的情景。

“我父亲觉得我带回家的书
都非常重要。”李聪聪说，她上学
时的书被父亲捆好，装进塑料袋
里，塞到了床底下。

李聪聪工作后有一次回家，
父亲问她，床底下的书还有用吗？

“我翻翻看还有有用的书
吗？”李聪聪和父母将书从床底
下拿了出来。

李聪聪从里面找出来一些有
用的专业书籍后，将剩余的书捆
好。

父女俩将这些书卖到了废
品收购站，拿着卖书的 74元钱，
父亲直摇头，买书的时候挺贵，
怎么卖书的时候就这么不值钱
呢？

李聪聪还安慰父亲，她已经
吸收了书里面的知识，那些知识
可是无价的。

现在，李聪聪也用这句话安
慰自己，书中的知识被孩子们吸
收了，书发挥了作用，值了。

“每年至少收50吨”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废

品收购站，了解二手书本回收
行情。

在运河区陶庄子村一家废
品收购站，院内用隔板搭起了 4
个简易仓库，其中一个仓库堆满
了书籍。经营者说：“这些书量
大，挺占地方，一收来就得赶快
送到更大的回收站。进入 7月以
来，已经拉走五六车了。”

这位经营者告诉记者，对于
市民送上门的书本，他们的回收
价格是4角5分。每年暑假开始，
都是二手书本的交易高峰期。这
时的回收价格也是一年中最低
的。等到秋后，回收价格可能会
上涨一点。

沧州西站北侧的一家废品
收购站内，记者没有看到太多的
书籍。老板告诉记者：“每天收来
二手书本都要及时运走，这里装
不了。二手书本回收价钱是 5毛
钱。”

此时，一位收废品的老者来
交废品。老者说：“这些天收的书
少了。7月初那一周，我几乎每天
都能收满两三轮车。我在市区御
河新城小区收了一个‘大活’。那
家两个高中毕业生，卖了 400多
斤书。当时的回收价钱是 3毛 5
一斤，整理、搬运到回收站，每斤
能赚1毛5。”

65岁的于先生干了多年废
品回收生意，每年高考、中考后，
都是回收书本的旺季。“高考结
束后，我们会直接进入校园回收
书。忙活两天，至少能收 50 吨
书。”于先生说。

二手书在同
事间流转起来

今年 37岁的崔娟娟在市区
一家单位上班，科室内有 6名同
事。同事家的孩子最大的要升
高三，最小的马上上一年级。不
同年级的课本差不多都可以借
到。

每到寒暑假前，科室同事们
都会为孩子们借课本，让孩子们
提前预习一下新知识，以便更好

地适应新学期的学习。
崔娟娟家有两个儿子，一个

马上要升四年级，一个马上要升
九年级。

孩子九年级的课本不需要
再借了，她两年前，就已经“储
备”好了初中三年的课本。

当时，她的一个同事家孩子
初中毕业，整理出很多课本、辅
导书以及笔记，询问崔娟娟是否
需要。因为书籍、试卷很多，不方
便带到单位，如果需要的话，崔
娟娟可以直接去家里拿。

崔娟娟忙不迭地说：“需
要。”

当天，崔娟娟就去了同事
家。同事已经把厚厚两摞书、笔
记本、卷子等放在了客厅里。

崔娟娟翻开了放在书堆最
顶层的一个笔记本，不禁夸赞
道：“你家成成不愧是学霸，笔记
记得太棒了。我回去得让孩子好
好学习一下。”

崔娟娟的同事说：“这些书
卖了觉得可惜，你家孩子能用上
就用，也让这些书产生新的价
值。”

崔娟娟另一位同事家的孩
子比崔娟娟家小儿子高一年级。
放暑假后，崔娟娟告诉同事，希

望借用四年级上册的课本。同事
直接把书给她带到了单位。

“如果课本版本不换的话，
我觉得孩子寒暑假期间预习新
知识没必要去买新的，科室里流
转使用课本、辅导书挺好的。”崔
娟娟说，她每次整理孩子们的书
籍时，会妥善保管课本、辅导书，
当同事们有需要的时候，很方便
就能找出来。

微信群里的二手书

这段时间，市民张亚娟经常
会在小区微信群或者二手物品
置换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免费送
二手课本，也有人想借用或者购
买二手课本。

张亚娟家的孩子今年要上
五年级，她也想给孩子找一套五
年级上册的课本进行预习。

“过了暑假，一上学就会发
新书，现在买一套新的没太大
必要。”张亚娟说。

她在小区微信群里发了一
条消息，“邻居们，谁家有五年级
上册的语文、数学、英语课本呀？
想借用一下。”

不一会儿，一位邻居回复
她，“我家有。”

两人商量好拿书的地点后，
张亚娟很快拿到了书，并说好暑
假结束后将书送还。

张亚娟还看到有人在微信
群里卖二手课本和笔记的。

卖笔记的网友发消息说，孩
子的成绩优异，笔记记得很不
错。这些笔记凝结着孩子的心
血，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孩子。

市民姚女士将二手课本拍
了照片，并打上“2元一本”的标
签，发到了二手物品置换微信群
里。

“孩子的书没用了，如果直
接送，有些人不好意思来拿。卖
便宜些，需要书的人直接联系就
行。”姚女士说，她觉得在本地的
微信群里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二
手课本。

书籍能否实
现循环利用

采访中，很多家长和学生感
慨：“花这么多钱买的书，卖废品
太可惜了，真舍不得！”“卖了几
麻袋的书，卖的钱只够买个麻
袋。”

当然，也有同学在惋惜之余
自我安慰：“这些书倾注了我奋
斗的汗水，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学到里面的知识和道理，这些
书就值了。书只是个皮囊，是有
价的，但里面的知识和道理却是
无价的。”

上个星期，家住运河区天成
名著小区的刘霞舍不得将孩子的
书当废品卖掉，就将小学课本都
放到了门卫处，并在小区业主微
信群中留言：请有需要的邻居自
取。

仅仅两个多小时，几十册书
就被人领光了。

刘霞说：“寒暑假期间，学生
们提前预习新课，都要用到课
本。如果邻居之间的课本、辅导
书等学习资料可以共享，循环利
用，可以很大程度减少资源浪
费。”

“如果小区物业能提供一个
地点，让业主们将家中无用的书
籍放到那里供有需要的人取用
就好了！”刘霞建议，“这样肯定
比我们自己在业主微信群中送
书涉及的面更广，影响更大。”

“我们小区的业主组建了一
个闲置微信群，每到寒暑假，很
多业主将课本整理出来后挂在
微信群里，有需要的家长会立马
回复。这些课本有的被无偿送给
有需要的人，也有的被低价出
售。”市民赵女士说。

市民张健家有两个孩子，老
大上初中，老二上小学。每到假
期，为了让孩子们能顺利预习
下学期的知识，他都要四处借
书，有时候干脆直接购买整套
下学期的课本。他说：“如果学
校能够牵头组织，每学期期末
举办一场二手学习资料交流
会，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们交
流交换书籍，高年级学生把不用
的书给低年级的学生使用多好
啊！”

整理书籍整理书籍 李小贤李小贤 摄摄

旧书留着占地旧书留着占地，，卖了心疼卖了心疼（（资料片资料片））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