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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六旬老人家中办起纪念馆
主要纪念季羡林和抗战无名英雄，参观后还能吃油旋品鲁菜

东部“汽改水”

已完工70%

本报9月27日讯(见

习记者 孟敏)27日，

记者从济南热力公司获
悉，东部“汽改水”工
程已完工70%，黄台首
站已进入设备安装准备
阶段。

据悉，文化路“汽
改水”工程主管网已全
线贯通，新铺设热水管
网 8 . 6 公里；和平路
“汽改水”工程正在紧
张施工，目前已接近收
尾阶段；燕子山路改造
工程将于近期开工；黄
台首站已进入设备安装
准备阶段，10月底将全
面完成当年“汽改水”

工程的施工任务。

目前，东部“汽改
水”工程已完工70%，

12公里的主管网将于10

月底全部完工，8公里

的分支网也将于11月15

日前完工，确保今年冬
季正常供热。此次改造
工程的全面完工，不仅
能有效地改善黄台南线

文化路两侧，特别是管
网末端文化西路沿线用
户的供热效果，还能节
约煤炭和水电，减少烟
尘排放80多吨，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300吨。

居民家办起纪念馆

纪念季羡林和抗战老兵

27日上午，鑫达小区3

号楼的一套单元房前聚集

了很多人。房门口挂着一块

牌匾，上书“文武精忠铸和

谐纪念馆”10个金色大字，

下面一行小字是“纪念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

年”。两块门楹挂在两旁，上

联为：学贯中西国学大师季

羡林，下联为：抗战老兵中

共特工常准基。

推门进去，只见西厢房
被布置成佛堂的模样，里面

除了季羡林及常准基的生

平介绍外，还张贴着“季羡
林写真”、“季羡林论佛”等

内容。纪念馆的主人、今年

已64岁的张国铸老人告诉

记者：“这是谈佛的地方，也

是展览馆的第一室。”

走进正房，只见房内中

间悬挂着一块白色展板，展

板两侧张贴着很多黑白历

史图片，就连东西两面的墙

上也张贴得满满的，有近
200张。“这是展览馆第二

室，叫‘无名丰碑’，主要是

纪念新中国成立前，为解放
战争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

包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的

无名英雄。”张国铸介绍着。

展览馆第三室则为音像室，

在这里可以观看季羡林和

任继愈两位世纪学者的音

像材料，东面正墙上还悬挂

着温总理五次看望季羡林的

照片。

建馆初衷

为了纪念“文武精忠”

“我之所以将纪念馆起

名为‘文武精忠铸和谐纪念

馆’，就是为了纪念那些文

武精忠。”说起建馆初衷，张

国铸这样说。

原来，第一室介绍的

抗战老兵、中共特工常准
基就是张国铸的岳父。张

国铸称，当年岳父常准基

曾从事地下党工作，但随

着上线的牺牲，岳父的身

份就说不清楚了，后来，在

各方面的努力下，岳父的

身份才被证明。

有一次，张国铸在和开

国上将李克农之子李力会

面时，李力送给他一本名

为《无名丰碑》的画册，画

册上都是为解放战争作出

过突出贡献的人，包括在

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有很多像我岳父这样的

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事迹还不为人所

知，我何不办一个纪念馆，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他们。”

张国铸今年萌生了这个想
法。

据张国铸讲，纪念馆纪

念的另一位人士——— 季羡
林老先生则是他的舅舅，对

季老的纪念是为了让更多

的人记住国学大师的风采。

为建馆不惜累病住院

参观后还能品美味鲁菜

为了搜集整理资料，张

国铸在炎热的六七月，不知

跑了多少趟文印社，甚至累

病入院。展览的资料慢慢就

绪了，在哪里展览就成为了

另一个难题，后来，张国铸

就提议将自己的家改成纪

念馆。“虽然一开始，老伴和

孩子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

没有拗过我，我现在和老伴

已经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了。”张国铸笑着说。

为了27日的正式开馆，

张国铸还特别印制了一批
参观门票。张国铸说，此次

参观门票为20元，学生和老

人免费，27日第一天开馆，

所有来参观的人都是免费
的。“收取门票只为了给那

些不想真心来参观的人设

道坎，也是为了减少人流

量，而且凭借门票还可以在

这里享用等额的午餐。”

在张国铸家里，记者还

看到了几位忙碌的厨师，他

们都是听说了张国铸建纪

念馆，慕名前来的。张国铸

说，以后前来参观的市民肯

定有不少外地游客，不仅要
让他们对国学大师和无名

英雄们有更深的了解，更要
他们对油旋等山东的鲁菜、

小吃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省城东部的鑫达

小区，有一位64岁的退

休老人，名叫张国铸，和

其他许多老人不同，张

大爷不安于退休后的安

逸生活，自个在家里

“折腾”起来，将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布置成

了纪念季羡林和抗战无

名英雄的纪念馆。9月

27日上午，这座微型纪

念馆正式开馆，当天就

吸引了四五十名市民前

来参观。

本报记者 赵伟

张国铸老人正在介绍展览的图片内容。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