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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洪锋

从曾经的聊城县图书馆到如今的聊城市图书
馆，几十年来，聊城市级图书馆建设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

听退休的于先生说，他曾在聊城县图书馆工
作，当时馆内工作人员有八九个人。于先生退休前
是聊城县图书馆馆长。他介绍，那时图书馆在古城
区红星街的公园里。图书馆大约500多平方米，有
书库与借书库6间、阅览室2间，藏书9万余册、期刊
80多种。据1987年的《聊城市史志》载，聊城县图书
馆是1956年扩建成的，它的前身是聊城文化馆图书
室。

20 世纪 80 年代，我常去聊城县图书馆。进了
公园，径直往北，过一小石桥，小石桥北侧几排红顶
瓦房，就是图书馆。东侧阅览室是我的打卡地。管
理员是位 30 多岁的女同志，个子不高，十分和气。
各种期刊杂志，在柜台里面的书架上摆放得整整齐
齐，读者想看哪本，就把自己的证件递给管理员，管
理员把证件放在那本期刊的位置，再把那本杂志拿
给读者。

那里曾留给我一段美好的回忆。像《读者文
摘》（后改名《读者》）《青年文摘》《大众电影》《故事
会》等，我特别爱看。当时，我借阅期刊用的是退伍
证，每当拿到喜欢的那本期刊，心里感觉十分愉
快。慢慢地，读得渐入佳境，心里的烦恼统统去了

“爪哇国”。有时我忘了带证件，那位管理员也照样
满足我的阅读需求。

1997年，聊城县图书馆迁至光岳楼南海源阁。
1998年海源阁划归聊城市管理，成为市级图书馆。

据图书馆办公室谭老师介绍，当时该馆藏书达
20万册，其中古籍近万册，报刊合订本2万册，文献
4000册；阅览座席300个，少儿阅览座席60个，2005
年持阅读证者达3万人，每年接待读者30万人次。

我记得，从2011年起该图书馆开始免费开放，
凭有效证件可以借阅，大大方便了读者。海源阁图

书馆中午不关门，工作人员吃盒饭。
“海源阁图书馆”这几个字是启功写的，每次走

过路过，我都感觉十分赏心悦目。
除了借书，二楼阅览室是我常去的地方。浏览

完报纸，再借阅诸如《小说选刊》《收获》《十月》等杂
志，看完总会马上归还。

不止一次，当我兴致勃勃地走到海源阁图书馆
大门口时，看到大门紧闭，才突然想起，当天是图书
馆人员休息日。星期一闭馆，馆里是有通知的，但
我常常到了地方才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件事，让我愧疚。那是2020年，我把从
馆内借阅的《小说选刊》第7期弄丢了。庆幸的是，
当时的邮局报刊亭还有那一期《小说选刊》，我如获
至宝，马上买来还给了图书馆。

第三次搬迁，图书馆的名称变更为聊城市图书
馆，地址也搬至松桂大街以北、郭屯街以南、清泽路
以东。2022年10月1日，聊城市图书馆开馆。该馆
面积 2.7 万平方米，藏书 120 万册，阅览席约 1200
个，一楼设有读者服务中心、自助还书区、少儿阅览
区、视障阅览区；二楼为公共自修区，报刊阅览区，
文、教、农阅览区；三楼有电子阅览区，文学书库，社
科借阅区，历史、地理借阅区，数字体验区。四楼设
有资料书库、国学体验区、古籍书库。其智能分拣系
统在全省乃至全国图书馆系统中都处于领先水平。

从我的住处，坐上K3路公交车，就能直接到图
书馆了。我和老伴一般每个星期去一次。先浏览
报纸、期刊，再去三楼借书，如今，我也能十分熟练
地自助借书、还书了。有一次，我和老伴在二楼看
报刊时，旁边有人走过时站下了，我一抬头，发现是
当时海源阁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她冲我和老伴
一笑，轻声说：“又看到老读者了。”她和她的同事，
曾为建设新馆出了很大力。为了争取新馆早日开
馆，她和同事一起去采购所需图书，几天几夜连续
超时工作，很是辛苦。我和老伴非常敬重他们。

我的生活离不开图书馆，无论它在哪里，我都
和它常相伴。

我的图书馆情缘

□ 耿仁国

在阳谷县谷山路电影院北邻，曾有一家长征饭
店。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二十余年的时
间里，长征饭店满足了无数阳谷人对美食的需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
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春风迅速吹遍祖国各
地，也吹到了位于鲁西平原的阳谷县。

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追求味觉上的享受，
追求更高层次的饮食。在这种形势下，刚满40周岁、
时任阳谷县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的胡福义，顺势而
为，在缺资金、少人员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于
1979年，投资3000元，在阳谷县城电影院北边建起了
一处高档次的大众饭店。

给饭店起一个响亮的名字是关键所在。起一个
什么名字呢？大家出谋献策，各抒己见。恰逢当年3
月1日，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
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定》，全国上下掀起了“争当
新长征突击手”的高潮。经过深思熟虑，顺应时代潮
流，胡福义给饭店取名为“长征饭店”。

外焦里嫩的呱嗒、香气扑鼻的包子、散发着浓香
的葱花饼、味道鲜美的水饺、口感筋道的刀削面……
构成了人们对阳谷长征饭店浓浓的记忆。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长征饭店吃饭的情形。1986
年秋，我从农村初中升入阳谷一中读高一。一个周
末，我没有回家，和几个同学到街上玩，在电影院里看
了一场电影。出来后，已经到了晚饭时间。几个同学
提议到长征饭店去吃，于是，我们几个就到了电影院
北邻的长征饭店。

长征饭店内外熙熙攘攘，顾客如织。门外，包
子蒸笼里热气腾腾，飘出诱人的香味；两口大铁锅
下，烈焰熊熊，师傅们扛着面板，娴熟地用刀往热水
沸腾的锅里削面，落入锅里的面像银色的小鱼上下
翻腾；香味扑鼻的呱嗒、晶莹如元宝的水饺，各种美
味小吃，刺激着人们的味蕾。饭店师傅的吆喝声、
顾客的欢笑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这些场景，
至今仍在我的脑海萦绕，记忆犹新，如在昨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饭店经营的包子、鸡蛋肉
饼、水饺、刀削面，深得大家喜爱。当时的长征饭店
成为阳谷县乃至聊城地区一家远近闻名的饭店，成
为了那个时代餐饮业的翘楚。

当时长征饭店生意相当红火，特别是包子经常
供不应求。包子分两种，肉包和素包。肉包是猪肉
大葱馅的，皮薄馅大，肉香醇厚；素包有韭菜和粉条
馅的，味道独特，非常好吃。

长征饭店既有高档饭菜，也有价格适中的大众
饭菜，做到了高、中、低兼顾，饭菜味正、色鲜、可
口。饭店还根据季节变化，及时变换菜品，有荤有
素、有贵有贱，且备有小菜，兼营烟酒，代烩干粮，受
到顾客的称赞。

当时，人们莫不以吃一口长征饭店的包子、呱
嗒，喝一碗长征饭店的刀削面为豪。尤其是吃惯了
窝头、咸菜的老农们进城赶集、办事，都会慕名到长
征饭店，在那里吃上一顿包子，喝上一碗刀削面，这
也成为他们回家后向亲朋好友炫耀的资本。

长征饭店，宛如一座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热闹舞
台，展现了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承载了一代阳谷
人的美食记忆。

忆阳谷长征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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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饭店面食

工作人员在包水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