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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为给自己扫盲 成了图书馆长
定陶64岁老农张传党的家庭图书馆享誉乡里
文/片 本报记者 董梦婕

在定陶县张湾镇张海村，有一位只上过几天学的64岁村民张传

党；在张传党的家里，有一个办了40年、藏书两万多册的家庭图书

馆。张传党和他的家庭图书馆在当地都是赫赫有名。 5日上午，穿过一条条
崎岖的乡间小路，记者来
到定陶县张湾镇张海村张
传党的家，走进了他的家
庭图书馆。说是图书馆，其
实严格说来，只是一个家
庭图书室。不大的两间屋
内除了床、吃饭桌和几把
椅子外，摆满了书。书柜里
是书，桌子上是书，连床底
下都是一摞摞的书。拉开
书柜门，张传党向记者介
绍起自己的“珍藏”，政治
理论、文学艺术、少儿天
地、法律法规、科普读物、
经营管理等各类图书在这
儿都能找到。

置身于略显凌乱的图
书馆，张传党有点“不好意
思”：“图书馆藏书有两万
余册，最近又买了一批，原
来的书架实在放不下了，
只好先放在桌子上。”

“小时候没能上学读
书一直是我的遗憾。十八
九岁时，虽然有能力挣钱
买书看了，但是却不认识
字，只能边查字典边问人。
最后，我想了一个折中的
办法，将所有的书拿出来，
办了个家庭图书馆，让来
看书的人教我认字读书。”
张传党不无感慨地回忆
道。1972年，“图书馆”刚创

办时只有30多册书，后来，
藏书逐年增多。40年下来，
藏书已达两万多册了。40
年来，在自己创办的图书
馆里，张传党不仅完成了
对自己的“扫盲”，而且早
已开始了涉猎广泛的阅
读。

多年来，张传党养成
一个每天都读书的习惯。
每天他都会抽出两三个小
时学习，从不间断。兴致上
来了，他还会写几首诗词。
对于张传党来说，这个小
小的家庭图书馆里收藏的
不仅仅是一本本书籍，更
是他的“财富”。

◆家庭图书馆开办40年，藏书两万多册

张传党办家庭图书馆
的消息一经传出，周围村
庄的人都到他家借书看。
图书馆中图书逐年增多，
读者也越来越多，张传党
的家渐渐热闹了起来。

张传党介绍，村里的
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现在
周边38个村庄的爱书人都
来这里免费借阅。“虽然人
气高了，管理起来比较麻

烦，但很高兴。二三十里之
外的人都来这里看书借
书，能不让他们满意而归
吗？”

周末是图书馆最具人
气的时候。来这里看书的
有六七岁的小孩，也有年
过半百的老人，读者们都
亲切地称张传党为“张馆
长”。孩子们结伴来看书学
习，有些学生甚至带着作

业来。“张馆长”不仅为他
们提供丰富的书籍，闲暇
时，还给他们讲文学名著，
教他们剪纸、唱歌，帮他们
编文艺节目。很多在这里
看过书的孩子考上了大
学，走上了理想的工作岗
位。其中不少人还时常会
回到张传党的家庭图书
馆，和他们的老馆长聊天、
交流。

◆二三十里外的人都来这里看书借书

因成绩突出，张传党
的图书馆曾三次被省文
化 厅 评 为“ 先 进 图 书
室”，四次被菏泽市评为

“先进文化户”。他本人
三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

“先进文化工作者”，并
当选定陶县第三届、第四
届政协委员。

张传党今年已经64
岁，家境也不大好。但是，
他的办馆热情并没有因为
经济拮据、年龄大而改变，
依然一丝不苟地管理着自

己这个小小的家庭图书
馆，并不时地挤出钱来为
图书馆添置新书。最近，张
传党又为自己的家庭图书
馆充实了一些农村实用技
术方面的书籍，受到了村
民们的欢迎。

“以前除了种地没有
别的经济来源，但是只要
看到好书，无论贵贱都想
买，每年买书最少要花费
七八百元。”张传党说，由
于要管理图书馆，平时农
忙时也总是比别的村民

“慢半拍”才能干完，影响
了家庭收入。图书馆人气
虽旺，却并未给这个家庭
带来什么收益。难得的是，
家人对此都很理解，很少
发牢骚。

“现在三个儿女都上
班了，对于我办家庭图书
馆一直很支持，每个月也
会交给我部分工资用来买
书。”张传党提及自己的儿
女很知足。他说，“只要有
一口气就会将家庭图书馆
一直办下去。”

◆“只要有一口气，就会一直办下去”

▲张传党在自己的家庭图
书馆内看书。

张传党向记者展示自己
制作的借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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