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子心 

 

   我叫王子心，在生态城南开小学读三年级，我与图书馆的

故事非常丰富，我的周末和假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

过的，其实我不想去，但是为了配合妈妈工作，我只好忍了。 

妈妈工作在滨海图书馆，负责组织活动，周末都是与读

者在一起的。妈妈每个周末组织很多活动，有讲座、分享会、

朗读活动等等，我起初不太愿意参与，因为总觉得妈妈周末

应该陪我玩的，可我却要一直跟着妈妈来工作，觉得很烦。

但慢慢的，随着我不断长大，读书越来越多，妈妈也会讲很

多活动的创意，参与活动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还有一些小

朋友，大家都很友好，他们会跟我聊天，我也认识了不少朋

友，渐渐的我爱上了图书馆。 

后来，我也会不断参与妈妈组织的活动。有一次，我去

电台录制了，听妈妈说，这个活动叫读遍书山，通过电台推

荐好书给其他的读者，我推荐的书目是《米小圈上学记》，我

的推荐稿和声音一下子就得到了图书馆老师的认可，我很开

心。这个推荐很快在电台播出，我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时，特别的兴奋，跟同学们介绍妈妈组织的活动，鼓励大家

都来参与。后来，滨海新区图书馆还给颁发了证书，我成为

了一名领读者。 



就这样，渐渐的，妈妈来馆里组织活动时，我都是她的

小助手，妈妈给我佩戴一个“小小志愿者”的标志，我负责

签到、引导读者这些，我做的很快乐，感觉自己发挥着很大

的作用，听妈妈说“我是在为全民阅读做贡献”，妈妈所做的

这些活动，是要引导大家阅读，我也觉得读书让我有很大的

收获，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大家多读书。 

暑假期间，我也都是跟妈妈在图书馆里写作业、玩耍的，

跟随妈妈上班的脚步，每天准时早起与妈妈一起上班。我觉

得自己成了一个小探访者，就像《故宫里的大怪兽》里的主

人公李小雨那样，我在探索着每个角落，与每本书对话。早

晨还没正式开馆，我就作为第一位读者，坐在阅览室里选择

一本我喜欢的书，朗读起来，非常开心。等着读者都进来时，

我便开始写写作业、默读，或者到图书馆的各个区域转转，

与不同的书目打打招呼，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们在

那静静的等着我，我想别着急，等我有时间了，都会一一给

你们读个遍的。 

图书馆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家，在这里有妈妈，有图书，

有那么多爱读书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还有小朋友，他们都

是那么友好，我会继续在这好好学习、好好“服务”，续写我

们的故事。 

 

 

 

 



张存信 

 

我自幼体弱多病，较少到户外玩耍。父亲为我买了《看

图识字》，《小朋友》等书，在家里“消遣”，逐渐养成看书的

习惯。 

童年时代，家住天津三区（现河北区）图书馆位于中山

路，一楼为儿童阅览室，二楼为成年人借书处与阅览室。我

家正在马路对面，童年时，便成了那里的“常客”。每当放学

后写完作业，就到儿童阅览室去看“小人书”。特别是寒、暑

假，几乎天天必到，而且到的最早，走的最晚。为了看书方

便，还经常帮助图书管理员老大爷干一些零碎活，整理图书，

打扫卫生等。老大爷也经常开玩笑说：“小同学，在这里住吧，

省得总过马路，来回跑。”现在还记得那时看一些抗日战争体

裁的“小人书”，如《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等与一些前

苏联卫国战争体裁的“小人书”，如《普通一兵》、《日日夜夜》

等，常常为那些爱国英雄事迹所感动，并决心向他们学习。 

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与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

满足再看“小人书”了，很想到二楼成年人借阅室去看书；

但是年龄又不够，只好磨着父亲去借书，拿回家来看，但我

还是“不放心”每次借书都和父亲一起去，借我喜欢看的书。

时间一长，图书管理员也看出其中的“奥秘”，竟然“破例”



允许我自己借书，但还是用父亲的借书证。当时区图书馆的

书不多，几年后，几乎都看完，又开始转向天津图书馆去看

更多的书。那时天津图书馆在承德道，我几乎每个星期日都

去看报借书，尤其是寒、暑假，更加“跑得欢”。从中山路骑

自行车到承德道，“夏顶烈日酷暑，冬冒风雪严寒”，虽然艰

苦劳累，但心里很充实，收获很大，也很快乐。记得那时经

常借一些学习参考书，不仅有利于学习功课，而且节省学习

费用。另外，也借一些文学方面的书，如前苏联高尔基的《我

的大学》、《在人间》等，深为其顽强的精神与毅力所鼓舞，

也看一些鲁迅的《阿 Q 正传》、《彷徨》等，提高了个人写作

能力。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滦县工作，但不久就赶上

“文革”。县图书馆关闭，无法看书。在那文化生活匮乏的年

代，许多书籍作为“四旧”被烧掉，只能看“红宝书”，很是

无奈。可巧参加学习班时，遇到了县图书馆的同志，一来二

去混的很熟，就挖空心思请他帮忙。记得当时图书馆已被查

封，我们几个年青人只好爬墙头，钻窗户，去“借书”，看完

后，再放回原处。看书时，只能在晚上，关上宿舍门，偷偷

地看，虽然提心吊胆，但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无人过问。

记得那时看了一些“封资修”的书，如《古文观止》、《唐诗

三百首》、《官场现形记》、《悲惨世界》、《雾都孤儿》、《复活》

等，更加开阔了视野，明白了许多道理。 



1981 年，调回天津工作，当时在马场道上班，下班后“三

天两头”到天津图书馆看书、借书。后来，天津图书馆搬到

复康路，因路程较远，只能节假日去，往往“一呆就是一天”，

留恋往返。 

这时结合工作，以专业书籍报刊杂志为主。不但“看”，

而且“写”。许多构想提纲，查找文献资料，都是在天津图书

馆完成。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外资深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千余

篇。多篇影响的文章多次被引用，并入选多种文献丛书。多

次应邀参加全国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并获中国农学会、

中国种子协会、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等国家一级学（协）

会优秀论文奖。独著、合著共正式出版专著十余部，并参与

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立体农业概论》（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0），

《中国农业全书 • 天津卷》（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中国

棉花栽培学》（上海科技出版社 2013）等编著。还出版个人

文选《种子现代化研究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获国

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十余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1

项、联合国 TIPS 中国国家分部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 1 项。

获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优秀调研成果奖 6 项。所有这些都与

天津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优良的读书环境及热情的服务密不

可分。  

从 1996 年起，1998 年、2000 年、2003 年，天津图书馆

先后组织四届“读者读书成果评选活动”，我每次都参加，而



且都获一等奖。到 2003 年已获四届一等奖。不仅有证书，还

获得物质奖励与重点读者借阅证。这对我也是鼓励与鞭策，

很受感动。同时，我也将个人著作赠送天津图书馆收藏。 

21 世纪已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加之退休

后，考虑到体力逐渐衰退，但对于文言文与繁体字等方面有

一定基础。故逐渐从以科技前沿为主向历史研究为主转变；

从以自然科学为主向人文科学为主转变；从以专著、论文为

主向科普创作为主转变。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即从研究时期、

研究内容及写作方法上逐渐转变的“衰年变法”。但在文献资

料与实践经验等方面积累很少。天津图书馆的丰富文献资料、

优良读书环境、热情周到服务等，为我解决了诸多困难。近

年来，在历史、保健、老年问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等方

面，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还有几篇获优秀奖。 

经多年实践，对利用图书馆资源体会为： 

查阅现代文献与查阅历史文献相结合；查阅国内文献与

国外文献相结合；查阅专业文献与相关文献相结合；查阅书

籍与报纸杂志相结合。这样，不仅增加专业知识深度，同时

也增加相关知识广度，以达合理知识结构。 

馆内阅览与外借相结合；查目录与查文献相结合；查文

献与咨询相结合；向工作人员咨询与电脑触摸屏查询相结合，

以提高查阅文献效率与准确率。根据研究目标查阅文献资料，

以充实研究内容，解决实际问题；同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又得到近一步启发，使研究更加深入。 

综上所述，文献资料对研究有以下作用： 

基础作用：即在 前人文献资料基础上研究创新；指导作

用：即以前人文献资料为指导，以避免重复或走弯路；充实

作用：即以文献资料充实研究内容；提高作用：即以文献资

料提高研究水平；载体作用：文献资料为文化知识传播载体；

潜在作用：即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文献资料潜力无穷。 

现已进入古稀之年，回顾一生，自幼以书为伴，以图书

馆为家，后又加之以著书立说为乐。虽屡遭单位主要领导非

议，几经沉浮，但仍痴心不改。现虽年老体弱，且患癌症重

病，但仍读书不止，笔耕不缀，好在“天不负人”，收获颇丰。 

现在文化中心建起新馆，读书环境更优越，馆藏资料更

丰富，借阅服务更周到，更方便读者，更吸引读者，我亦“跑

得更欢”。衷心祝愿天津图书馆越办越好。 

 

 

 

 

 

 

 

 



张醒亚 

 

 

新中国七十华诞来临之际,我采写的《社区新风》的报道由滨海时

报街道专刊头条登出，街坊四邻中老年朋友对此文赞不绝口，夸奖我

是“夕阳发挥正能量”。听到这样的赞扬声，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

退休 20 年至今，我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我原是滨海汉沽盐场退休职工，因少年时代读书不多，渴求知识

的道路越走越长。在岗时，多年养成了喜好读书看报的习惯，退休后，

阅读党报党刊、文史哲等书报杂志的机会就很少，加之自己又无别的

爱好，总觉得闲着没事干，很无聊，心里空落落的，对新事物无所适

从，为了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了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于是，我

踏进了滨海新区汉沽图书馆阅览室。乍眼细看，书架上分门别类、井

然有序地摆放着繁花似锦、琳琅满目的图书，室内宽敞明亮、桌椅整

洁，环境优雅供读者免费捡册阅读。除此，还有严明的防火防盗治安

管理措施，夏有空调、冬供暖气……这是我朝思暮想所企盼的学习场

所。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我把这里当作是陶冶思想灵魂的清静之地，

是关爱养护、哺育我“精神食粮”的富庶之门。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热

情周到、管理有方的服务，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这里的确是我有生

之年精神文化生活中日益充盈而愉快的温馨港湾。 

退休后的苦读岁月，春夏秋冬，酷暑严寒，我每天挎着装有学习



用品的书包，往返于我居住的社区与滨海汉沽图书馆之间，来回一趟

四公里之遥。为了不耽误进馆读书看报，我坚持每天提早到馆，进阅

览室选择一个光线好的书案，坐下来平心静气地仔细阅览，中午回家、

下午再来，力求做到风雨无阻，天天如此。是广大读者中“出勤率”

较高，思想、文化方面收获的佼佼者。 

我深感读书是快乐的。读书的快乐无法用金钱、物质比拟。我一

个白发老翁，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很幸福，今天能够安静地

坐在图书馆读书看报，就是福上添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用，一种

心灵里的收获。20 年的阅读历程，我力求做到肯动脑勤动手、不厌其

烦地一边看书一边悟出新意，几乎是天天读、日日写，先后写出读书

心得、阅报笔记 20 余本，约计 400 余万字，分别写下的是“时政要

闻”、“文艺趣话”、“老年生活”、“养生保健”等内容。对我来说，如

若一天不读书，就浑身上下不舒服；如若一天不写笔记，心里就自责

自愧。我严格要求自己，誓做跟党走，听党话，坚持文化自信的“学

习型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连年被评为天津市“悦读之星”、滨海

新区“学习之星”。今年“世界读书日”，天津市《中老年时报》头版

显著位置报道了我与图书馆结下深厚情缘的业绩。 

爱读书，肯钻研，使我的知识经常得到填充和积累，并且不断丰

富和升华。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中老年时报》刊发

文学作品 20 多篇，  其中散文《古榆新歌》、杂文《留财产不如留精

神》、《哦，硬件》等作品获得省部级报刊征文一等奖、散文《金秋滨

海》获滨海新区老干部征文一等奖。自费出版 30 万字文学作品选集



《绿草地》，为社区文化建设增光添彩，为社会文明事业助力呐喊。 

痴爱读书看报使我陶冶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客观看待人

间事物的能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强不息地严于律己，修德向善，

端正学风，注重道德品行，摈弃功利，过有质量有品位的精神生活，

把读书看报当成修炼人生的重要途径。当前，我要反复认真研读习近

平同志关于“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的重要论述，决心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继续努力读书看报，做到退休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爱好不可

休止，退休了读书增智的志趣不能停步的老龄读者。为社会奉献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