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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卡免费借 服务“零距离”

自助图书馆：24小时不打烊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傅汝强

今年71岁的管炳圣，是诸城市百尺河镇管家
河套社区管家河套村人。他从1959年开始写日
记，至今已有55年。“日有所记，记有所得，得有所
悟，悟有所思，思有所为”，这是管炳圣对坚持写
日记的切身体会。

记者近日走进管家河套村对管炳圣进行采访
时，管炳圣拉起了当初写日记的情况。1959年6月1
日，管炳圣荣幸地出席了山东省第一届中国少年先
锋队代表大会。为了把那些幸福的时刻记下来，他
开始写日记并坚持下来。“三百张小嘴向着首长，感
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火车，火车，你快快跑，跑
向我们的省会济南。”……翻开管炳圣当时的日记
本，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稚嫩的情怀。

以后当了老师，管炳圣又倡导学生写日记，
并影响带动村里的人写日记。据管炳圣介绍，为
了倡导写日记，1998年他发起创办了“诸城市日
记节”，至今已举办12届。2001年管炳圣还自费创
办了日记馆报《足迹》，每月一期，至今已创办154
期，刊载各类文字上千万。2002年，管炳圣从教师

岗位上退休后，在家中创办了“银杏日记收藏
馆”，收藏他本人日记200多本，日记书籍1000多
册，以及大量的学生日记选及批阅记录等。

管炳圣的小女儿管嵘辉说，她父亲还曾写过
99本《气象日记》，并经过分析得出了百尺河地区
每年的天气变化规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地
方党委、政府还经常在农忙季节向管炳圣咨询天

气趋向。以后天气预报现代化了，《气象日记》也
就只能当作史料了。

管家河套村有2000多口人，在管炳圣的带动
下，村里四分之一的人有写日记的习惯，成为名
副其实的“日记村”。现在，百尺河镇的广大师生
人人都写日记，通过日记去剖析工作、学习、生活
中的不足，也记录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在百尺

河镇日记教育的带动下，日记教育教学已成为诸
城各学校的一个教育创新点，日记养成教育提高
了广大学生的写作能力，以日记文化教育为中心
的人文道德教育环境渐具雏形。

为何要举办“日记节”？管炳圣说，世上
有那么多的节日，诸城又有那么多的人有写日
记的习惯，为什么不办个“日记节”呢？于
是，他倡议选择每年春夏之交的“立夏日”作
为“日记节”，取“立华夏”之意。在百尺河
镇初中原校长王桂元的支持下，1998年的“立
夏日”，举办了诸城市首届日记节。

管炳圣在“日记节”举办之初的《日记宣言》中
说，“书写日记，使人们找到了走出‘其兴也勃焉，其
亡也勿焉’周期率的手段。长期积累，一闪念启示，
是书写日记成功的秘诀。人，就是在不断地通过模
仿、学习充实改变自己，否定昨天之我而进步的。”
他同时呼吁，“坚持写好日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走向成功之路。从娃娃抓起，形成崇尚科学，崇
尚真理，崇尚实事求是的社会风气。”

谈到日记的社会功能，管炳圣说：“我有每日
看新闻读书看报的习惯，时时为那些人欲、物欲、
权欲等社会‘管涌’着急、痛心，苦苦思索寻求大
家都来堵‘管涌’的办法。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
日渐成熟与健全，就像万里长堤，保护着百姓的
安居乐业。如果每个人都能形成自觉书写日记的
习惯，自觉地按法律、社会道德审视每日言行，

‘吾日三省吾身’，不断修身律己，去堵塞那大大
小小的正在发生抑或尚未发生的‘管涌’，或可避
免许多不该发生的事。这是我所希望的。”

从1959年自己写日记开始，到倡导学生、带领村民写日记，再到发起创办“诸城市日记节”———

管炳圣：55年坚持“日有所记”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徐 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恒信杯”2014潍坊绿色

休闲海钓大赛暨恒信国际海钓俱乐部成立大会在
潍坊滨海区举行。

比赛项目分对象鱼(鲈鱼)个人总重量赛、对
规定象鱼(鲈鱼)个人单尾重量赛、综合鱼(非鲈鱼
类)个人单尾重量赛三个项目，来自国内外的80名
海钓高手参赛。

渤海莱州湾是我国著名的渔场之一，每年春
季大量海鱼在此繁殖，秋季鱼群密度大，种类丰
富，是海钓的黄金季节。滨海区位于渤海莱州湾南
畔，海风柔和，浪缓滩阔，海水清澈，非常适宜开展
海钓比赛等休闲旅游和群众体育活动。

绿色休闲海钓大赛

在滨海举行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诸城市积极构建学校、社会、家

庭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目前，该市完全
小学以上学校都建立了心理辅导室，全市已有1800
多名教师取得国家三级以上心理咨询师资格。

诸城市要求各学校每学年组织开展不低于8
课时的家长课程及专题讲座，向家长普及家庭教
育知识。并通过举办心理健康讲座、亲子游戏、家
长体验活动、家长教育座谈会等多种途径帮助家
长掌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
的方式影响和教育子女。

诸城市还在各社区建立了“社区心理咨询
室”，帮助社区未成年人解决心理困惑，同时开通

“心理咨询热线”，有针对性地进行预约式服务、上
门服务或电话咨询服务。

诸城构建

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李 硕

只要一张借书卡，你就可以在街边自助机
内实现24小时借书。既不必亲临图书馆，也不
受图书馆开馆、闭馆时间的限制。近日，潍坊
市首座“24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在奎文
区东上虞社区亮相，作为传统图书馆的有效补
充和延伸，自助图书馆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潍
坊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了阅读服务
与民众“零距离”。

自助图书馆24小时开放

“80”后韩女士有一个习惯，平时宅在家
里看书，一到周日就爱钻图书馆。最近几日，
她却一反常态，每天吃完晚饭便往外跑。

“这个太方便了，我下班时间和图书馆关
门是一个时间，每次只能周日去，现在家门口
有了24小时自助图书馆，每天多晚借书还书都
没事。”吸引韩女士的是几天前刚刚落户于家

门口的一座24小自助图书馆。这是一个外形与
银行ATM机很相似的机器，别看它占地仅有几
平方米，“肚子”里却能装400多册图书。透过
巨大的玻璃窗，市民可以看到每一本书的书
脊。

“在这儿不用排队，只要按照机器上的操
作来，一分钟就办好了。”韩女士挑选了一本
《家庭理财》，只见她在操作区显示屏上选择
“借还书业务”，然后将借书卡放置在借书刷
卡区，输入密码登录后，再输入此书的架位编
号，选择“图书借阅”，不一会儿，书就从
“肚子”里“吐”出来了。

整个借书过程，不需要去图书馆，不用迁
就图书馆的开闭馆时间，24小时任意时间都可
以免费借阅，每本图书的借阅时间为60天一
次，可续借一次。

“第三代图书馆”时代将来临

2013年11月，随着可容纳藏书200万册的潍
坊市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图书馆每天的人流
量达到了四五千人次，尤其是到了暑假，公共
阅览区更是人满为患，一座难求。潍坊市民爆
发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情。

周三至周日的8:30-11:45、14:00-18:00，是图
书馆借书室的开放时间。受限的时间，让像韩
女士一样钟爱阅读的上班族很头疼，只能趁着
周日休息时到图书馆借还书。

一时间，图书馆工作人员短缺，开放时间

不够长，座位不够等问题随之而来。
有没有一个更便捷的办法，让市民更方便

地读到这些书？9月12日，潍坊市首座集自助借
书、自助还书、查询服务等于一体的新型图书
服务系统“24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亮
相，该自助图书馆投入30万元，依托社区而
设，旨在方便市民阅读。

实际上，今年4月27日，潍坊市刚刚开通了数
字图书馆，市民通过网络，就可以免费享受到海
量的数字化资源和高品位的文献信息服务。

“这是潍坊市图书馆继开通数字图书馆后，
又一项拓展馆外延伸服务的新举措，是图书馆坚
持文化惠民，贴近百姓、贴近基层的新服务。”潍
坊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这个集数字化、人性化、
智能化于一体的自助图书馆，是一种新型图书馆
发展模式，被称之为“第三代图书馆”。据悉，
相对于第一代的传统图书馆、第二代的数字图
书馆而言，第三代图书馆既可以通过数字化技
术借阅传统物理文献书籍，又可以直接查询图
书馆的数据库和电子资源。如今，传统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相辅相成，真正
实现了阅读服务与民众“零距离”。

尚有难题待解

记者了解到，潍坊市首批建设的自助图书
馆共两座，还有一座在作为市政府办公地点的
阳光大厦试运行。对此，不少市民认为，两座
自助图书馆离潍坊市图书馆都非常近，在传统

图书馆附近建立自助图书馆感觉没有必要。
“如果能在离传统图书馆较远的小区里建就更
好了。”家住潍城区的市民郭女士说，潍坊市
图书馆是很好，但就是离自己太远了，去借一
趟书要倒两趟车，近一个小时。对此，潍坊市
图书馆工作人员解释，两座自助图书馆只是试
运行阶段的选址，目前，由于市图书馆没有专
用的图书流动车及公务用车，加之工作人员短
缺等现状，只能就近选址。“我们在努力争取
中，尽最大努力为市民服务，希望市民能够理
解。”潍坊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说。

还有部分市民抱怨自助图书馆的书籍少，
有些专业性图书很难借到。即使有想要看的
书，如果自助图书馆的图书更新不及时，也会
无书可借。“未来建设时，可以针对不同的地
区，进行不同的侧重。”市民张先生建议说，
如阳光大厦，公务员比较多，那边可以经济、
管理类型的书多一些；社区内，多一些健康、
养生、文学类型的书。

潍坊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保证图
书的新鲜度，当图书借阅量少于80%时就会马上
更新填补。若读者有针对专业性书籍的需求，
除了到潍坊市图书馆借阅外，还可使用数字图
书馆进行网上阅读，仅“知航潍坊云图书馆”
就提供包括社科类中文图书30万种全文资源，
中文图书330万种索引，中文期刊7397万篇索
引，外文期刊13709万篇索引，开放学术资源
3700万篇以及专利、标准等数据资源，每天以20
万条索引速度更新。

管炳圣在家中写日记。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傅汝强 报道
10月10日，诸城市龙城慈善义工协会会员在枳沟镇普庆社区张崇杰家中，为张崇杰84岁的老伴张宋氏理发、剪指甲。据了解，诸城市龙

城慈善义工协会成立于2007年12月12日，自成立之日起，义工们就经常自发组织对贫困学生家庭、贫困残疾人以及孤寡老人开展救助帮扶活
动。截至目前，共计组织各类慈善活动480余次，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57万余元，1 . 3万余人受益。义工队伍也由起初的13人增加到现在的
2385人。

□通讯员 王 琨 报道
本报临朐讯 潍坊银行临朐支行近日为

临朐县盛世果蔬专业合作社办理了首笔融资
增信业务，授信额度65万元，发放首笔贷款
20万元，为这家合作社发展业务解了燃眉之
急。

近年来，临朐县财政为支持培育和发展
中小型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提升农业现
代化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融资时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
物，导致贷款难、贷款贵问题，经过积极争
取，成为潍坊市首批开展融资增信支持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工作的试点县，县财政筹
集专项资金400万元，建立起了融资增信共
保基金，潍坊银行临朐支行按照与财政担保
金1：20的比例安排授信度，全县可安排授
信额度8000万元，每个借款人授信额度不超
过200万元，在授信额度内，增信对象原则
上不再需要提供抵押或担保。

临朐县通过开展融资增信贷款工作，进
一步促成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对接，更好地
发挥财政资金导向和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撬
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为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融资开辟了一条新的便利
渠道。

临朐引导更多金融资本

投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400万元财政资金

撬动8000万元贷款

□宁静 王大刚 报道
9月28日，潍坊市坊子区组织医务人员

到坊安街道为老年人进行健康义诊。医务人
员为坊安敬老院及周边村居的老年人进行了
包括血压、心电图、内科、外科、五官在内
的全面诊疗。

□ 本报通讯员 祝红蕾 姚 新

10月6日，在临朐县冶源镇龙门渔业有
限公司门前，两辆满载虹鳟鱼的车辆整装待
发，观赏和订购冷水鱼的游客络绎不绝。国
庆长假期间，该公司的龙湾渔场同冶源老龙
湾一样成为旅游热点，泉水养殖的冷水鱼也
成了抢手货。总经理冯春介绍说：“老龙湾
泉水富含矿物质，养出来的鱼肉鲜嫩，口感
好，大家都爱吃。我们公司养殖的‘龙湾
鳟 ’ 已 成 为 ‘ 国 家 农 产 品 地 理 标志产
品’。”

临朐县水文资源丰富，境内共有弥河、
汶河、丹河、石河四大水系230条大小河
流，大小山泉24个，其中老龙湾泉水常年平
均流量在1立方米/秒左右，且溶氧量高、水
流量大、四季恒温，是冷水鱼养殖的绝佳环
境。近年来，这个县依托优质水资源，大力
推行鲟鱼和虹鳟鱼等冷水鱼规模化、标准化
养殖，通过“龙头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社+
养殖基地+养殖户”的发展模式，推进“集
约化、标准化、产业化”现代渔业示范园区
建设，打造了发展潜力巨大的冷水鱼养殖基
地。

为培植冷水鱼产业，临朐县先后出台了
《水域滩涂发展规划》、《现代渔业园区建
设总体规划》等文件，将建设老龙湾冷水鱼
现代渔业示范园区列入全县四大标准化园区
之一，大力开展优质水产品基地和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创建活动，并积极开展无公害、
绿色、有机水产品认证和名优产品产地认证
工作。这个县先后组织成立了8家渔业专业
养殖合作社，成员300多户，统一提供技术
推广、疫病防治、市场销售、兽药研发、资
金支持等全方位服务，形成了集鱼卵采集、
孵化、喂养、销售及饲料加工于一体的产业
体系。目前，这个县已建成国家级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1处、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3
处、市级渔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处、市级水
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示范园区12处。

临朐县还加大科技投入，与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水产科学院、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开展技术合作，并先后聘请市县两级技术
专家组建技术服务团队，向养殖户提供包括
鱼病诊治、渔业技术推广、健康养殖在内的
多项服务。他们还设置了5处水产动物病害
测报点，对重大疫情实行全程监测防控。目
前，这个县鲟鱼、虹鳟鱼、哲罗鲑等冷水鱼
养殖户已达600多户，养殖面积达1500多
亩，年繁育种苗2000多万尾，冷水鱼总产量
8350吨，产品远销北京、上海、陕西等20多
个省市。

临朐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孔新介绍，该县
冷水鱼养殖院（所）企结合，促进了冷水鱼
鱼种研发、冷水鱼产品深加工的产业化发
展。目前，该县龙湾合作社生产的鱼子酱已
出口俄罗斯、日本等国家。

冷水鱼

育出“热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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