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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似乎还不想走，冷冷地面对

春的到来。那又能怎么样？谁又能

挡得住春天的脚步呢？

柳枝像憋了一冬天的娃娃，铆

足了劲儿抽出它的嫩芽，先是朦朦

胧胧轻描淡写的鹅黄，不几天的工

夫就变成了淡绿，柳枝儿迫不及待

地在春风中摇曳呢，好像还要几日

才能尽情地展现她的身姿。只要你

肯低下身子仔细瞧一瞧，就会发现

很多小生命都在萌动。

久居在这座小城里，闻不到新

鲜泥土的味儿，孩子们自然也少了

些“也傍桑阴学种瓜”的乐趣。

从西窗望去，隐隐约约能看到

远处的田野里多了些忙碌的身影，

这让我想起在乡下工作的那些年，

那些年的春天。

教室后面有一块空地，没有人

管理，学校里其他老师都是附近村

子的，都有自己的农田,所以不像我

这样稀罕土地，也没有人想着去开

垦。只有我像是发现了宝贝一样，

去找校长问清情况然后说明想法。

得到校长许可后，我就开始盼望春

天的到来。3 月末的时候，我便买

下好多菜种，生菜，油菜，茼蒿，油

麦，凡是能在这个季节下种的一样

也不会落下。

待到气温稳定了，我便开始翻

掘土地。从尤老师那里借来铁锹，

再换上一身下地干活的穿戴，年长

的王老师看到我干活的样子，在一

旁大发感慨：“会教学，还会干农活，

真是好手，谁要是娶上这样的媳妇

真是福气啊。”

“哈哈哈……王老师过奖。”我

的笑声飘荡在春的空气里，“都是农

村长大的呢。”平整土地是个精细

活，我做不来，都是同事帮我的。等

到播撒菜种的时候，有经验的尤老

师告诉我该用多少菜种，行距多少

合适，又给我找来塑料薄膜。待一

切妥当之后就是慢慢地等待，等待

种子的发芽。

大约一星期之后，就能看到星

星点点的绿了，十几天就是一片绿

油油了。看着自己种下的满眼的

绿，有一种小小的无缘由的舒服和

快乐。

课间或者活动课的时候，我带

着孩子们一起到我的“自留地”去

“察颜观色”：生菜叶子肥硕、淡绿，

挤在一起，很努力地撑开自己的天

空；油麦菜有叶条细窄，微微弱弱地

向上伸展；茼蒿绿得深沉，像一棵棵

缩小版的树苗一般茁壮。深深浅浅

的绿，凑在一起，就是一幅热闹的水

墨画。学生们虽然都长在农村，却

也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观察过长在

田里的一切。和我聊天的时候，他

们会告诉我父母每天忙着种大棚蔬

菜，却叫不上菜的名字。他们张大

了嘴巴，惊异于这一片小田地里蔬

菜的品种繁多，他们呀，只晓得餐桌

上的美味。

回到教室，孩子们的笔活了起

来，心中的颜色多了起来，不再用苦

苦编造生涩的语言，交上的是充满

了童趣和生活味道的习作。

到了蔬菜的成熟期，我心中的

喜悦便达到了峰值。想吃啥便采摘

啥，像是自己拥有了一座绿色庄园

似的。我的收获是共有的，分给同

事们，谁想吃了，随意采摘。慢慢

地，我们的餐桌上都有了健康而“洋

气”的绿色食品。

有了我的尝试，校长发现这样

既合理利用了自己的课余时间，又

能美化校园，也丰富了餐桌，还能成

为孩子们的观察试验田，于是，让大

家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老师们都

分得了一块自己的“菜园”。

如今我调到了城里工作，我失

去了我的“菜园”，也失去了和孩子

们在树阴下一起读书的快乐。盈盈

的绿，晃动着，都成了点点滴滴的美

好回忆了。

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春天，还是迈着她自己的步伐，有节

奏地向我们走来了。今年寒假过后，

我带着女儿，从城边上的田地里挖

来一袋子泥土，装在阳台的花盆里，

照样买了菜种，只是不再像原来种

类丰富。我在一旁教给女儿如何撒

种，如何浇水。女儿一直都兴奋不

已。播种完后，我告诉女儿要静静等

待，等待收获自己种的绿。

第二天，女儿欢心地告诉我，晚

上她梦到自己的小花盆里长满了有

着大大叶子的生菜。

呵，真好！生活是需要这样的

梦的，梦着期待，梦着美好。

“一份报纸，一杯茶，图书馆里

坐一天。”这是不少学生过去对图

书管理员的印象。记者询问电子

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泰峰对此

的看法，他笑了笑说：“过去确实有

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个

很轻松的职业，但现在还这样搞，

图书馆早就关门了。”

“我们最近发布的图书馆年度

数据就是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让图书馆真正成为吸引他们的地

方。”李泰峰表示，图书馆近几年一

直在变化，最大的改变就是从被动

服务转向主动服务，不断去了解师

生的需求，从而作出针对性的调

整。

据李泰峰介绍，电子科大图

书馆设立了 65 间独立研修室，只

要在网上预约就可以免费使用一

天；25 间团队研究室，可让学生

以小组形式进行研讨式学习；同

时设立了创新实验室，可供学生

做科研使用。

“不仅要建设资源，还要用好

资源。”李泰峰说，图书馆不仅仅只

是把书买进来就不管了，还要让有

特长的馆员主动融入到学生的学

习中，指导学生如何利用文献检索

资料，如何写综述，帮助学生把想

法写出来。

想法有了，如何实现呢？图书

馆的创新实验室就派上用场。“实

验室里有 3D 打印机、苹果电脑等

高科技设备，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和就业能力的训练场地。同时还

有馆员可进行辅导使用。”李泰峰

称，从学生的想法到变成一个实体

的科研项目，图书馆都可以提供场

所资源和人员辅助的“一条龙”服

务。

“图书馆在学生大学 4 年的过

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李泰峰

认为，研究性学习本不是图书馆的

事，但从图书馆的优势出发，管理

人员有责任去帮助学生成长成

才。为了让学生大学4年用好图书

馆，图书管理员都会通过讲座形式

对学生进行培训，让一年级新生了

解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二三年级时

则重在学生信息检索能力的培养，

四年级则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

分析数据的能力。

某日无事，闲来翻起中学时代

的日记本，看到一句令人捧腹的句

子。

“4月13日：上午我整整睡了一

下午。”我乐不可支，笑得前俯后仰，

立马把这个句子传给朋友看，大家

纷纷赞曰：“天才！”

春日里阳光慵懒，我窝在靠椅

上细细翻看这些大大小小字迹潦草

的日记本，心里涨满了愉悦的童趣。

那个时候，生活是简单而缓慢

的，我们像是扬着脸盘的向日葵，追

着太阳的尾巴转。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父母、

老师最为质朴的教导，但对于我来

说，初升的太阳仿佛不留情面的阎

罗小鬼，硬生生地把我从天堂的美

梦中拽起来。也会反抗，睡眼蒙眬

地把闹钟十分钟五分钟地往后拨，

然后颇有节奏地睁眼闭眼痛苦挣

扎。等到无可奈何时不我待，才终

于大叫一声从床上蹦起，迅速拣出

两件衣服胡乱套上，匆匆洗刷过后

背上书包跳上单车，就朝学校狂飙

而去。路上的精彩跌宕自不必说，

顺利在上课铃响前端坐在教室里才

是最后的功德圆满。

学校的时间有慢有快。上课的

时候总是盯着手表上的指针，盘算

着还有多久才能下课。似乎总有好

几个脑子在同时运作着，能够在短

短的45分钟内完成听老师讲课、和

同学讲小白话、埋头在纸上乱涂乱

画或是计算着口袋里的角票还能吃

几口零食，谁说小孩子不够聪明

呢？总是这样鬼灵精怪的！下课铃

是孩子们最大的福音，仿佛刹那冰

河融裂、春暖花开，于是整个教室如

重生的森林，“小动物们”欢天喜地

活蹦乱跳毫不浪费地用尽最后一

秒。

扳着指头终于熬到放学，瘪着

肚子在大街小巷乱串，流连徘徊在

小店里掏空自己的口袋。买的最多

是各色各样的圆珠笔，喜新厌旧地

不断更新文具盒里的“储备”。还有

一些小玩意儿，比如小花卡、十字

绣、布粘胶之类的。当然还少不了

各色零食，不管是蒸、炸、煎、煮或是

凉拌、调饮，可谓是走到哪儿吃到哪

儿，精打细算程度不输于持家的主

妇。

在外晃荡完，回到家里，老实吃

饭，老实写作业，得空瞅上几眼热门

电视剧，然后被父母赶回房间继续

学习，可房门一关，那可就不老实

了！把借来的漫画书小说之类的放

在课本下面，父母前来巡视时便摇

头晃脑的读上一段课文，父母一走，

立刻“扶正”漫画，认真“研究”，更有

甚者，到睡觉时分还不愿放手，待到

父母熟睡之际，拉开小灯，大有“秉

烛夜读”之势。读书的快乐总是以

这样的形式体现出来，让人莞尔。

第二天早起凄厉的叫声又开始循环

了一天的脚步。

每个人似乎也是在这样的每一

天中，不知不觉，恍惚成长。

幸而有写日记的习惯，虽然每

天潦草数字，净记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可是却让每个回忆都有了真实

的温度。

我最近越来越羡慕儿子了。我主要是羡

慕他在那么好的学校读书，有篮球场、足球场，

电影院，有学有玩，无忧无虑。

他从最初的紧张羞涩，很快适应了小学生

活，一学期下来已干过不少“领导岗位”，当过

轮值班长、餐后小分队队长……这小子乐在其

中，干得浑身是劲。他还参加了足球兴趣班，

我偷偷观看过他在绿茵场上的风采，或停或转

有模有样，盘带、突破、调度真像那么回事，他

还给自己起了个代号：中国罗本。他才一年级

啊，My God！
那天放学一见到我就问他的身份证在哪

里，我说你没有身份证，小孩哪有身份证？他

着急了，说你赶快想办法，没有身份证就不能

参加比赛了。原来他要代表学校参加校园足

球比赛，要用身份证注册。我说你能踢比赛

吗？他说当然可以。看来足球也要从娃娃抓

起，我刹那间对中国足球信心大增。

我还羡慕儿子的小熊书包、魔术般的文具

盒、会伸展的写字桌、颇有气势的运动鞋，甚至

他可爱的牙刷、牙膏，都是那么诱人。带儿子

去游乐场、儿童乐园，多数时候是和他一起玩，

比如激流勇进、空中漫步、海盗船……我都是跟

儿子一起体验的，有时候是我怂恿他。

和儿子在一起，让我弥补了很多童年乐

趣，也让我常常想起小时候贫穷的玩乐，我没

有漂亮的书包，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书和作业，

我们的玩具也很简单，挖一块泥巴到平整的地

方摔几下，然后从中间挖个洞，洞口朝下往地

上一摔，那一声“嘭”的巨响魅力难以描述。

春节放假回老家，儿子发现一把破玩具枪

觉得新鲜，好奇地摆弄着。那是我 20多年前

用两根钢条加一个钢帽打造的玩意儿，放一个

火柴头进去，一拉一勾就可以制造惊喜。我看

到他羡慕的表情，真是不可思议。

小时候那些事其实都很简单，短暂闪几

下，突然就消失了，剩下的是恍惚和错觉。当

我站在校门口送别或迎接儿子，看到那么多欢

快的身影，总感觉其中有一个身影——是我。

“以前学生搞活动找校团委，现

在有大型活动都找图书馆办，这让图

书馆有了很强的存在感。”喻梦倩认

为，这是图书馆主动走出去，走进学

生以后最大的收获。学生对图书馆

的认同感，破解了传统图书馆的“边

缘化”困境。

“一开始不了解图委会，也没想

到要加入。”电子科技大学图委会会

长谭凯坦言，当时自己想加入其他社

团没被选上，才退而求其次，随便加

入了一个组织。“以为是搬书整理的

劳力活，后来才知道是协助图书馆做

阅读推广，在活动中把好书推荐给同

学，自己也慢慢爱上阅读，很有意

思。”谭凯说，收获不仅仅是知识，更

多还有为人处世的技巧。越来越多

同学愿意加入进来锻炼自己。

“图书馆越来越强调对学生学习

的支撑作用，从借还场所变为主动深

入学生学习与教师科研教学的管理

决策部门，这让高校图书馆从边缘化

向学校的主流工作靠近。”李泰峰

说，以前图书馆总是融不进学校的主

流工作中去，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地

位。现在图书馆的开放环境与学校

主流工作相结合，凸显了图书馆的价

值和馆员的个人价值。

对于图书馆员，观念也在悄然发

生变化。2013年接手图书馆工作的

馆员高晓晶一开始曾有过心理落

差。“在我印象中，图书馆的工作应该

很简单，也很枯燥。但工作了一段时

间，才发现我想错了。”高晓晶说自己

入职时，图书馆已经在进行转型，每

天的工作很有挑战，也有工作压力，

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胜任的，“工

作中我也不断地去学习和创新。”

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技术的变革，

图书馆馆员的素质也在不断接受挑

战。西南交大图书馆馆长高凡告诉

记者，最近七八年，该馆招进了多名

硕士和博士生，有专业背景、学科结

构好的专业人士，以适应现代图书馆

的需求。“要争取图书馆从边缘化向

主流靠近，加强图书馆的营销与创

新，扩大资源与服务，将高校图书馆

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高凡认为，图书馆如今已经不是

一个借还场所，要更多地向第三空间

发展，成为学习交流和文化中心的多

元化公共场所。不过现在，还是有不

少学生觉得图书馆仅仅是一个上自

习的地方，或者考试临时抱佛脚的场

所。“我们还要增加新的服务、新的方

式，去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好图书馆的

资源才行。”

2014年初，电子科技大学图书

馆专门成立了阅读推广与文化建

设部门，结合学校读者的兴趣爱

好，每个月开设主题阅读活动，进

行阅读推广和文化宣传。在该部

门办公室，仅有的 3位女老师正在

岗位上忙碌。

电脑旁，喻梦倩正在写该校图

书馆 2015 年度工作计划。此前公

布的图书馆年度数据也是由她主

笔整理。“数据公布在学校的官网

和微信平台，学生对此的反映很

好，在留言中有不少互动，希望有

更多的学生对图书馆感兴趣。”喻

梦倩说，写报告、做推广、带学生团

队，每天的工作很多，但看到成效

就觉得忙得有价值。

“你一定要去看看，才会对现

代图书馆有一个直观感受。”随后，

喻梦倩带记者去参观图书馆。自

助式的借还机、试听阅览室、独立

研修室、拥有 3D 打印机的创新实

验室、实现三维定位的开架图书

……此外，图书馆里还设有文化交

流中心、成电人著作展示区、成电

印记展、书籍装帧艺术展等，“有了

这么多内容，我们图书馆成了成电

一日游的必去景点，最多的一次一

天接待了 10多批嘉宾参观。”喻梦

倩说。

“有了新设备，增加了图书馆

功能，不是搞形式，而是鼓励学

生充分利用校内资源。” 喻梦倩介

绍，2013 年，有了移动图书馆，

他们就搞了一个用手机定位系统

在馆内寻书的比赛。2014 年买来

了 3D打印机，图书馆第一次组织

了科技类比赛，学生的参与度也

很高。

随后，图书馆开始尝试办各

种展览，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还主动走出去，去各个学院

“挖宝”，并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

（简称“图委会”），让学生唱主

角，参与阅读推广，带动身边的

同学。

“图书馆成为了博物馆，不少

科技展览也在这里筹办，人气旺

了，资源也用活了。”喻梦倩称，图

书馆以前是默默无闻的资源提供

者，现在是发出声音的校园文化传

播者和教学科研的支撑者。

高校图书馆的与时俱进

■ 本报记者 殷樱 文/图

图书馆全年开馆 344天，进馆人次 298.8
万，一年借阅 561112册图书，10.25万册新书
上架。年度“爱馆狂人”到馆 1951 次，年度

“书虫”全年共借阅图书 326册。……日前，
电子科技大学公布了一组学生进入图书馆借
阅书籍的数据统计，不少学生在追捧年度“书
虫”的同时，也在排行榜中对比自己、寻找差
距。

不仅是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图
书馆近日也公布了一系列年度微数据，引起
高校师生热议，高校图书馆成为大家讨论的
焦点。对此，两所高校的图书馆负责人均表
示，发布“读者借阅量排行榜”是为了了解读
者的需求，走进用户的空间，同时刺激大学生
对阅读的兴趣，加强对图书馆的了解。

近年来，随着信息大环境的改变，电子信
息检索与电子资源的普及，高校图书馆的核
心竞争力和信息提供地位正在逐渐丧失。为
了读者不流失，高校图书馆一直在积极采取
措施进行变革，加大电子图书资源建设、开展
阅读推广、举行各种展览活动，高校图书馆已
不再是简单的“借还”场所，而是逐渐向多元
化的公共场所发展。

由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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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涛

■ 张艳霞

远去的小时候
■ 张振东

电子科大图书馆内景

在独立研修室自习的学生

创新实验室里的3D打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