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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一个馆，一座城，一处文化

3322年年，，细细数数商商河河图图书书馆馆的的变变迁迁

1985年，我与商河县文化
馆分离，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名
字——— 商河县图书馆。几经辗
转，多次搬家，近三十年的时
间，我终于在商河城的东南角
有了自己的家。2013年8月29
日，我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商
河人民面前，竟然有种脱胎换
骨再世为人的感觉。四年的时
间，带着“县级国家一级馆”的
光环，我藏书越来越多，功能越
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商河人
开始走进我的生活。但今天，我
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
事，给大家讲讲我前半生的岁
月。因为，我觉得，你了解了我
之前的岁月，定会更加珍惜现
在和将来的我。

——— 来自于商河县图书馆
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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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辗转多地

2013年，我终于有了自

己的家

明辉路95号（现商河县残
联附近），在我过去的几十年岁
月里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1985年，我与文化馆分离，我有
了自己的名字“商河县图书
馆”。在这里，我有了自己的家。
本以为我可以在此幸福地生活
一段时间，没想到接下来的近
三十年的时间，我开始了多次
搬家的过程。去过县总工会，待
过政务中心，临时寄宿在城市
展馆，我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
家。这样的境遇，比《我的前半
生》中子君要凄惨得多。“我想
有个家”成了近三十年间心中
唯一的执念。

现在，陈芳萍已经成为了
我的“馆长妈妈”。她1981年来
到图书馆工作，算是我辗转半
生的见证人。1985年前后，她还
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每次
搬家的时候，她和工作人员会
用毛驴车来给我搬家。成千上
万的书籍，大约需要半个多月
的时间，如果遇上阴天下雨，搬
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每次
搬家的过程，都是给我“减重”
的过程，一些实在破烂不堪的
书籍，会慢慢地淘汰。每当在我
搬家后，一些忠实读者前来，我
内心说不出的喜悦，用句眼下
时髦的话说：“扎心了，老铁！”

本以为这样漂泊的日子还
需要继续，2012年传来了好消
息，打算在这座城选择一个地
方，给我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
家。在经过选址施工等复杂程
序后，2013年8月29日，在新家
里，我开门迎客。作为一个独立
馆，我心中说不出的骄傲，我乐
于免费接纳更多的人，让他们

跟随我一起徜徉知识的海洋。
时隔四年，我依然记得那些陪
着我数次搬家的文化工作者和
读者内心的喜悦。在开馆前几
天，“馆长妈妈”独自一人默默
地走遍了新家的每一个角落，
摸着崭新的图书，我听到馆长
妈妈喃喃细语：“这下好了，终
于不用搬家了，我们终于有了
自己的家了。”

是啊，近三十年我终于有
了自己的家！

藏书20万册

告别20年没有新书的

“黑历史”

搬新家之后的日子几乎每
天都在兴奋中度过，因为我觉
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这样
的“好日子”是我前半生难以想
象的。我的新家总馆建筑面积
3825 . 92平方米，共四层，全框
架结构，当时藏书10万册。下
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
家：

一楼冲门的地方是总服务
台。总服务台负责办理本馆借
阅一卡通，接待读者咨询，为读
者导航。读者也可以利用触摸
屏、信息显示屏、报纸阅读器等
设备进行自助信息查阅服务。

除此之外，还有老年（视障）阅
览室和社会科学阅览室。

二楼是期刊阅览室、儿童
阅览室（亲子活动区）、综合阅
览室、电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配置电脑38台，承担着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商河支中心文
献资源的传播与利用，馆藏各
种数据库资源以及因特网资
源的在馆阅览服务。在儿童
图书馆中，我忠实的小伙伴
孙逸又来了，他们全家是我的
常客，她告诉我说，她的爸爸在
电子阅览室，妈妈在期刊阅览
室，她今天又读完了一本新的
童话故事，并和我约定，明天还
来读书。

在三楼，能够感受到浓厚
的商河文化气息，是我馆的展
厅和地方文献阅览室。这里收
藏了《康熙字典》等一批重要典
籍以及4000余册具有本地特色
的地方文献资料。为读者提供
馆藏历史文献、古籍的阅览服
务，同时提供地方文献查阅等
服务。四楼则是资料室和多功
能厅。不得不说我的多功能厅，
承担了县里不少的讲座、演讲
比赛等文化活动。

目前，我的藏书已经达到
20万册，并以每年3万册的数字

递增着。这让我开心不已。早些
时候，我所有的进书来源都来
自于商河县新华书店，每次来
新书我总是第一个顾客。但是
这些远远无法满足读者们的需
求。当时他们来借书，工作人员
总是遗憾地说“不好意思，没有
您所借的书籍”或是“不好意
思，您借的书，已经被别借走
了”。

谈到这里，有一段“黑历
史”不得不提，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几乎
一本书都没有采购，靠之前的
藏书过活。现在，各出版社、书
店，总是不定期给“馆长妈妈”
提供各式各样的书单，供她选
择。我的藏书种类和数量正在
逐渐增加，进而满足更多人的
读书需求。

告别“小窗口”

移动图书馆让我走进

读者生活

对于一些90后、00后，甚至
是80后来说，根本想不到，之前
的我是怎样与读者交流的。那
时候，读者办理借阅证、借还书
籍，所有工作都是人工办理的。
读者除了阅读期刊外，也很难
有机会与我进行近距离接触，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小窗口”里
完成。

在“小窗口”会有工作人员
值班，读者拿着借书证来借书，
只需要和工作人员说清楚所借
书目，工作人员就开始在书架
上找寻，找到后拿给读者，借书
流程才算完成。大多数读者，只
能在“小窗口”一窥我的全貌。
1985年前后，我也是门庭若市，
一天来来往往的能有上百人。
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刚工作的小
姑娘借到了全套《红楼梦》时，
兴奋地在我门口乱跳。

后来也许是搬家的缘故，
来我这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会就此颓废

下去。随着国家对于基层文化
的重视，国民素质提高，我人气
开始增长，我又有了新的动力。

“你们是卖书的吗？”不止一个
人这样问我的“馆长妈妈”，每
次馆长妈妈都很无奈地说，“我
这不卖书，不过您可以来看
书”。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这里看
书，他们给我安了空调、装了暖
气、安了无线。节假日，孩子们
都会来这上自习，说我这学习
氛围浓厚。门口服务台上的那
个小伙子叫张旭瑞，他从我刚
开馆的时候，就来上自习了，掐
指一算，上了四年的时间。今年
夏天，他考上了大学，成了图书
馆的志愿者，大学之前的这个
暑假他又得与我一起度过了。
他说“在这能读书，能服务读
者，挺好！”

如果你们觉得我只是这栋
大房子则错了。不得不说，现
在的科技真发达，他们给我
量身定做了二维码，只要扫
码加入“移动图书馆”。用户
可在手机、pad等移动设备上
自助完成个人借阅查询、馆
藏查阅、图书馆最新咨询浏
览，同时拥有超过百万册电
子图书，海量报纸文章以及
中外文献元数据供用户自由
选择，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
的移动阅读服务。大家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地方
和我交流，不再局限于当初的
那个“小窗口”。

其实，我身上还有很多
故事，比如说我与尼山书院、
我与玉皇庙等各个分馆的关
系等等。知道你们很好奇，所
以我们下周再见。我知道，不
少人是看着我长大的，与我
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也想
聆听你的故事。你可以将其
发到“齐鲁晚报今日商河”微
信公众号或者邮箱“qlwbjrsh
@163 . com”，等着分享你们
与我的故事。

来我这里看书的小宝贝们。

从远处看，这就是我的
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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