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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0年1月1日，根据国家
制定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要求，
黄河王旺庄枢纽工程动工兴建，
并举行万人开工典礼，中共淄博
地委第一书记兼工程指挥部总指
挥王成旺到会讲话。全部工程包
括南北引水闸、拦河泄洪闸、电
站、船闸、拦河坝等，共调集干部
141 人，工程技术人员 834 人，工
人2500人，民工4.1万人，到年底
已耗资 1156 万元。翌年停工缓
建。1962年废弃。

2、1960年2月8日，淄博专区
大批青年赴渤海荒滩兴建大面积
林业基地。淄博专区九县市的
15000名青年组成远征造林师，开
赴大孤岛开发荒滩，植树造林。
13日，山东省青年开发绿化渤海
荒滩誓师大会在孤岛举行。李范
代表共青团山东省委将一面绣有

“绿化渤海荒滩的尖兵”的锦旗授
予在孤岛建起山东省第一个机械
化林场的淄博远征造林师。

3、1960年3月8日，胡耀邦来
淄博专区视察工作。中共中央委
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在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淄
博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的陪同
下，赴大孤岛慰问了淄博远征造
林师，参观了蒲松龄故居。10日
下午，胡耀邦在团地委机关大会
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勉励青年要
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学习
和掌握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
想红旗，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
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勇前进。

4、1960 年 3 月 10 日，山东省
农业中学现场会在邹平县召开。
山东省副省长余修、教育厅厅长
李芸生、淄博专署副专员王健民
等出席了会议。

5、1960 年 3 月 13 日，中共淄
博地委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社员生
活。淄博专区水肿病人大量增

加，地委召开各县第一书记参加
的扩大会议，研究了社员生活的
安排问题。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和
医务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发动群
众制造“代食品”，采集树叶和野
菜，开展生活自救和治病工作。

6、1960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
运动的指示》，全区结合生产救
灾，在农村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
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
运动”，突出解决了农村干部多吃
多占的问题。

7、1960 年 6 月，淄博专区全
区遭受旱、涝、风、雹、虫灾面积
103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

8、1960年9月初，淄博专区2
万余名干部下放到生产第一线。
根据中共中央、中共山东省委的
指示，地委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
内，从地、县、公社的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中抽调了
26027人下放到粮食、钢铁生产第
一线（其中，地直党政群及企事业
管理机关有在职干部1146人，下
放了 697 人，占总人数的 63%）。
同时还从各方面压缩了 274036
名非农业人口劳力，将这部分人
下放到了生产队和作业小组。随
着干部的下放，全区撤销合并了
29 个性质相近的单位，停设 8 个
部门，取消了 58 个临时性办公
室。

9、1960 年，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影响，以及旱、涝、风、
雹、虫自然灾害严重，造成了全区
群众生活困难，水肿病、妇女病等
较普遍发生，并且出现了非正常
死亡和大批人口外流。中共淄博
地委、专署先后几次组织生产救
灾工作组下乡组织群众开展生产
救灾，并多次调集“代食品”帮助
群众渡荒，群众的生活困难得到
了一定缓解。

1960年滨州大事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吴延香 曹修群 报道）丝
竹悠扬、戏韵声声，7月19日，滨州
市第五届戏迷大赛决赛在市政文化
广场鸣锣开响。

经过近一个月的认真选拨和精
心组织，有16名选手进入了最终决
赛。决赛设京剧和吕剧两个组别。
选手们凭着对戏曲艺术的一腔热
情，逐一登台亮相，《沙家浜·智斗》

《珠帘寨》《李二嫂改嫁》《马大宝喝
醉了酒》等精彩选段轮番上演。参

赛选手中不乏十几岁的小演员、小
票友，他们的精彩表现，引得现场观
众连连叫好，掌声不断。

大赛邀请国家一级琴师王君，
滨州市京剧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
优秀青年京剧演员闫福强，国家一
级演员孙世华，省吕剧十大优秀演
员张明霞作为现场评审，并为大家
表演了经典戏曲片段。

据了解，滨州市戏迷大赛至今
已成功举办五届，是市文化馆为传
承与弘扬传统文化而打造的文化品
牌活动，旨在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戏
曲的魅力，进一步推动传统戏曲在
群众中的普及，促进传统艺术繁荣
发展。

滨州市第五届戏迷大赛决赛举行

16名戏剧票友
登台亮嗓唱大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刘源 徐娜 报道）7月23日晚，
山东省鲁北监狱第十七届育新文化
节开幕式文艺演出精彩上演。现场，
滨州市文化馆演职人员与鲁北监狱
部分服刑人员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文艺晚会。鲁北监狱民警及全体
服刑人员参加活动。

演出在歌舞《点赞新时代》中拉
开序幕，演员们用激情洋溢的演出表
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歌曲《谢谢
你的爱》唱出了服刑人员对民警的感
恩之情，感谢他们的无私关心和谆谆
教诲；独唱《最真的梦》《父老乡亲》
等，表达了服刑人员在经历人生挫折

后，决心积极改造、早日归家的渴望
……演出在合唱歌曲《阳光路上》中
落下帷幕。

近年来，鲁北监狱充分利用社会
帮教资源，以感恩教育、亲情教育、传
统文化教育等为抓手，坚持以文化
人，广泛开展各类帮教活动，旨在真
正改造服刑人员心灵，帮助他们早日
重回社会。

此次活动，是鲁北监狱坚守安全
底线、践行改造宗旨，统筹推进“五大
改造”的重要举措，整场演出集思想
性、教育性和娱乐性为一体，激发了
全体服刑人员的改造热情和信心，重
塑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鲁北监狱第十七届育新文化节开幕式文艺
演出上演

部分服刑人员奉献精彩演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田中岳 通讯员 胡德民 魏超 报道）7
月25日，滨城区三河湖镇79岁退休教
师、有着 55 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王福
岭，在食道癌手术拆线第五天，就在老
伴、儿子、兄弟的支持和见证下，郑重
地在滨城区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
献登记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
意在自己去世后捐献遗体（角膜）。

签字后，王福岭老人眼含热泪，激
动地说：“我一生受党教育，捐献遗体
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的孩子、兄
弟、老伴都非常支持我捐献遗体的想
法。有了他们的支持，我签协议时心
里感觉非常踏实、坦然。作为一名退
休教师，一名老党员，希望能以我的行

动为示范，带动更多人加入到捐献遗
体（角膜）的队伍中来。”

王福岭，1941年出生在滨城区三
河湖镇堡集村，1962年自惠民师范毕
业。毕业时，正赶上退守台湾的国民
党叫嚣反攻大陆，局势十分紧张，因此
王福岭响应党的号召参了军。1969
年，当了六年兵的王福岭转业，之后一
直从事教育工作至退休。王福岭于

1964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
已有55年党龄。退休后，王福岭时刻
关心国家大事，不仅订阅了《人民日
报》《大众日报》《滨州日报》和《半月
谈》等党报党刊，还每天按时收听收看
新闻联播，每天坚持记日记，写心得体
会。

三河湖镇教育片区负责人林洪财
谈起王福岭老人的捐献义举时说：“王

福岭退休前爱岗敬业、以校为家、严以
律己，退休后依然十分关心三河湖的
教育事业，经常对学校教育提出意见
建议。他今天做出捐献眼角膜的决
定，是真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
一名党员、一名教师的理想信念。我
们将以王福岭为榜样，教育全体师生
向他学习、致敬。”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王福岭老人
就已经向家人提出了自己死后要捐献
遗体的愿望。今年6月28日，王福岭
在滨医附院确诊得了食道癌后，于 7
月 3 日做了手术。7 月 20 日，他写下
遗嘱，第一条就是死后将遗体（角膜）
捐献出去。7月23日，手术拆线后第
三天，王福岭就让老伴陪着，从滨医附
院乘公交车来到滨城区红十字会，提
出了想捐献遗体（角膜）的愿望。

7月25日，为了让父亲完成夙愿，
王福岭老人的儿子王建特意从单位请
假回家，代表遗体捐献家属签下了“同
意”的意见。王建说：“在得知父亲决
意捐献遗体后，我们全家人统一了意
见。虽然心里有些不舍，但我们还是
选择尊重并支持父亲的愿望。他的这
一行动，践行了一名老党员、一名老教
师的初心，为我们子孙后代做出了榜
样。”

55年党龄退休老教师志愿捐献遗体（角膜）
滨城区三河湖镇79岁退休教师王福岭癌症手术拆线第五天即签署遗体（角膜）捐献协议

共建全国共建全国文文明城明城市市
共享美好共享美好幸幸福生福生活活

王福岭老人在儿子王福岭老人在儿子（（左左）、）、兄弟兄弟（（右右））等家人陪伴下郑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等家人陪伴下郑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市图书馆建馆40周年。

作为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地市
级图书馆，滨州市图书馆是靠友好单
位赠书赠报起家的。经过 40 年的发
展，如今，它已从老城区的市民记忆变
身文化新地标、市民大书房，从借书
卡、索书单发展到身份证式阅读，从纯
手工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服务对象
越来越多，服务效能越来越高。

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建馆
40周年节点，市图书馆在5月份推出
了“我与图书馆共成长”主题征文活
动，在6月份举行了“我看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新成就”老干部专题调研座谈
会。

下面，就让我们借助一代代滨州
阅读者的珍贵回忆，一同探寻40年来
滨州市图书馆的发展变迁以及蕴含其
中的阅读故事。

开馆最初，家底是惠民
地区几家单位和省图书馆
的赠书及报刊合订本，后来
乍启典先生又捐赠和绘制
29幅精品书画

滨州市图书馆原称惠民地区图书
馆，筹建于 1973 年，征地 4.8 亩，1976
年3月开始动工，1978年竣工，馆舍面
积1902平方米，1979年元旦正式对外
开放。

建馆初期，全馆共有工作人员13
人，分为行政、借阅、辅导、采编四个
组，1979 年底又将借阅组分为外借
室、阅览室两个部门。1984 年 8 月机
构改革，将原来的业务部门调整为“四
部一室”，即办公室、辅导部、外借部、
阅览部（包括儿童阅览室、报刊装订
室、资料室）、采编部。

市图书馆退休职工孟淑芳回忆，
开馆筹备时，地区文化局赠图书2000
册，滨县图书馆赠送图书 10000 册。
开馆后，省图书馆又赠送《渤海日报》

《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等合订本511
册。这就是图书馆最初的家底。

另外，在 1979 年前后，画家乍启
典为图书馆捐赠和专门绘制了 29 幅
精品书画。书画主题主要是迎客松、
黄河大桥，其中迎客松是乍启典先生
自己在泰山的写生画。此外，14位古
代科学家画像个个形象逼真，每一幅
都彰显着“科学就是力量”主题。2004
年，市图书馆重新对这些字画做了修
复，已经82岁的乍启典先生又补充了
提名和落款，这些书画如今已成为市
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市图书馆老建筑是当时北镇仅有

的几幢楼之一，那是一座灰色的三层
楼房，一楼、二楼接待读者，三楼办
公。据 1992 年进馆工作的赵妹环回
忆，当时的市图书馆“楼道里黑咕隆咚
的，借阅室的地面是塌陷的。冬天早
上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取
暖。”

开馆后长达20多年时
间里，图书馆一直实行封闭
式读书卡借阅模式，直到
2002年才实现全开架服务

“开馆之初，借书证是免费发放
的。实行封闭式借阅，读者靠查阅目
录获取图书的相关信息，然后填写索
书单，工作人员根据索书号到书架上
取书，再办理图书借阅手续。目录是
由卡片组成的，卡片上著录有分类号、
种次号，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信息，用
钢板、蜡纸刻好，再用小刷子沾着油墨
刷出来，一种书要刷 7 张卡片。工作
很繁重，有时一本书得找半天。”孟淑
芳说。

当时，封闭式借阅意味着工作人
员需要不断介绍分类体系，做大量的
辅导工作。甚至有些年长读者耳背，
工作人员就用纸笔与他们交流，主动
推荐书籍，贴心的服务让图书馆赢得
了读者的好感。这种封闭式读书卡借
阅模式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2002
年，市图书馆才实现全开架服务。

30年前图书馆“看书容
易借书难”，借书证“一证难
求”，鉴于外借书很多都“石
沉大海”，图书馆开始实行
押金借书制度

很多年长市民应该记得那时的读
书证的样子——外面有红皮，首页有

照片、单位、人名，后面记录着借阅日
期。

孟淑芳回忆，开馆初期，书少读者
多，限于图书数量，服务对象基本限于
各机关单位。当时，一个单位只能领
到三个借书证，可谓“一证难求”。实
际上，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借
阅服务。好在那时阅览室面向全社
会，人人都能进去看书，只是不能外
借。因而，“看书容易，借书难”。

后来，随着图书馆逐渐发展，藏书
持续增加，借书证印发数量倍增，能借
书的人越来越多。孟淑芳说：“刚开
始，借书都是免费的，但是有些外借书
迟迟没有还回来，我们就把催书单贴
上邮票邮寄到读者的工作单位、家里
进行催还，但仍有一些外借书石沉大
海。”

“上世纪80年代，全国都在学习、
补习，最热门的书就是英语、数理化、
历史等书籍，还有各种文学经典。人
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一切可以读到的
书。许多好书一本难求，要借阅得预
约、碰运气。有的读者为了学习方便，
甚至借去不还，许多书都是一而再再
而三地进行补充。”孟淑芳说。

因此，借鉴兄弟地市经验，惠民地
区图书馆开始实行押金借书制度。最
初，押金是2元钱，后涨到5元，实行了
很多年后又涨到10元。2006年，市图
书馆迁至滨州国际会展中心，读者押
金涨到了20元。

在滨州国际会展中心
的十年，是市图书馆入馆读
者最少的十年，为提高读者
借阅率，图书馆主动开展阅
读推广活动

迁至滨州国际会展中心后，硬件

设施相对较好，图书馆内宽敞、明亮。
但由于位置相对偏僻，馆内冬天没有
暖气，夏天没有空调，遇上雷雨天气还
时常断电，馆内外一片漆黑，所以难以
吸引读者。可以说，在滨州国际会展
中心的十年，是市图书馆入馆读者最
少的十年，其间，每年也就有几百名读
者到访。

为打破窘境，吸引读者借阅，市图
书馆积极发挥主动性，“走出去”开展
阅读推广活动。仅 2009 年“五一”期
间，市图书馆就举办了三项大型服务
宣传活动：一是与市新华书店联合举
办“读者选书，图书馆买单”大型图书
展销活动，新华书店提供最新出版的
各类优秀图书2000余种，读者任意挑
选，办理完借阅手续后即可将书借走，
提高了图书借阅率；二是利用公共图
书馆资源共享，由上海市图书馆无偿
提供资源，在滨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人
间净土——新疆喀纳斯湖风光摄影
展”，共展出大尺寸摄影图片 100 幅；
三是举办了“书籍、儿童、成长”馆藏少
儿文献回顾展，将滨州市图书馆现藏
的少儿连环画等少儿文献进行展出，
深受家长和孩子们欢迎。

市图书馆新馆开馆后，
服务设施全面更新，实现免
押金“零门槛”借阅，阅览室
内更是“一座难求”

2016年元旦，市图书馆新馆正式
开放，这是一座实行“藏、借、阅一体化
服务”的现代化图书馆，是全省首家实
行免押金“零门槛”服务模式的市级图
书馆。

新馆全面更新了服务设施，致力
为广大读者提供图书借阅、报刊阅览、
电子视听文献阅览、网络信息查询、讲
座报告会、音乐电影欣赏等公益性文
化服务，并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
在业务管理与服务中，市图书馆新馆
采用 Interlib 智能图书管理系统与
RFID 相关设备结合，实现了自助办
证、自助查询、自助借还等服务。如今
的图书馆阅览室，真正是“一座难求”。

“1980 年，我坐着毛驴车和父亲
跑了九十多里路来走亲戚，有幸走进
地区图书馆看了书，当时情景至今难
忘。进过城、去过图书馆，见过世面，
这经历曾让我向同龄小伙伴炫耀了好
久。”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刘同刚回忆。
彷佛是缘分，2016 年，他来到市图书
馆上班，偶然之下在旧书存放处又一
次看到了自己当年爱不释手的《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它几经搬迁依然完好
无损。

开馆之初“家底全靠赠”，如今实现音视听全方位服务；30年前“看书容易借书难”，现
在实现免押金“零门槛”借阅；曾经一度“无人入馆”，如今阅览室“一座难求”……

砥砺40年 市图真正成为“全民大书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刘丽华 赵燕汝

“滨州市图书馆2019新亮点”系列报道之五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李晓旭 刘康弟 报道）7月7
日，滨州市图书馆暑期文化活动月第
二季“读好书，消酷暑”国学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这个特殊的暑假“国学课
堂”每周至少一场，场场有特色，本周
末也不例外。

7月27日，周六上午，将由滨州市

作协副主席汪洋带来《阅读理解与朗
诵艺术》主题课堂。他将挑选出经典
文学作品，带领听众一起阅读和朗诵，
并逐字逐句地为孩子们进行解析，点
拨、提高听众的整体阅读理解和朗诵
能力。

7 月 27 日下午，滨州市茶文化协
会副会长张群将带来“一抹茶香润童

心”茶艺体验课堂。她将在美妙音乐
中，为大家讲述农耕文明，带领大家品
鉴优美茶诗，并讲解行茶礼仪。

7月28日下午，滨州学院教授刘玉
华将带来“奇妙的对联，独特的国粹”
主题讲座。刘玉华专事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和研究多年，对书法、京剧、朗诵
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也颇有研究。

另外，7月28日上午，市图书馆还
将举办“少年 Pi 图书馆计划”系列公
益讲座——我眼中的解放军。讲座结
束后，还有手工小课堂3D拼图制作直
升机等活动，以及小小少年入馆培训。

目前，这些活动都在火热报名中。
详情请关注“滨州市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感兴趣的市民请提前预约报名。

市图“国学课堂”本周末好戏连连

上世纪上世纪9090年代年代，，市图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服务市图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服务。。((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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