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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巴彦淖尔图书文化的“纳宝”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梁海龙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7月，各地进入暑假出
游旺季，想必大家都在盘算
着自己的出行计划。《北方
新报》启动的“惠民换锁”活
动为您送上最贴心的假日
关怀，让您出行无烦忧。

《北方新报》已经连续3
年启动“惠民换锁”活动，我
们与广东深圳宝富来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直接对接，省
去中间环节，让您花最少的
钱换最安全的锁。您只需花
280元，就能更换一把超C级
防盗锁，让您安心出行，无后
顾之忧。

据专业人士介绍，小偷
会选择防盗等级较低的A
级锁或B级锁来进行技术开

锁，A级锁5秒便可打开；B级
锁通过专业技术大概5分钟
能打开。据了解，目前呼和浩
特市发生的技术开锁入室
盗窃案件中，七成被盗居民
家使用的是A级锁，另外是
普通B级锁。目前市面上防
盗效果较好的锁具为C级锁
和超C级锁，其钥匙具有多

排凹槽、多排凹坑。赶紧看看，
你家的锁具是不是C级锁。

今年，《北方新报》第四
次启动“惠民换锁”活动，为
了保障市民安全，厂家为首
府百姓定制了多种不同型
号和价位的产品，满足不同
消费者需求。《北方新报》此
次推出3款宝富来超C级防

盗锁芯：第一款没有报警功
能，市场价480元，团购价
280元；第二款带报警器，市
场价580元，团购价380元；
第三款为指纹密码锁，市场
价1180，团购价980元。

这几款锁芯都采用纯
铜材质，配有防扳钢板，钥
匙采用双面叶片设计。本

报推出的超C级防盗锁承
诺一年内免费质保，终身
售后的服务。目前，换锁活
动已经开始，有需要的读
者 可 以 拨 打 预 约 热 线
0471-6651117、0471-6659531
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工作
人员将在3个工作日之内为
您免费上门安装。文/丽 英

5月25日，记者写稿急
需乌梁素海变迁的几组数
据，友人提示：去巴彦淖尔
市图书馆找“纳宝人”———
王韶伦。

下午5点30分，赶到图
书馆。他，美髯公也。身板
敦实，情态憨厚。相逢一
笑：“有”，旋即把所需材料
找到。

随后他带记者参观了
地方文献收藏展示室，“这
里多数是本土作家作品、
文史资料的独本，不能离
馆”，循指看去，有文学、史
志、县域、教育、医学等自
然分类……又进一室，“这
间储藏的是复本，可查
阅”。

开眼了，“洞中七日，
世上千年”。巴彦淖尔突然
冒出这多作家、作者，耕耘
出这多作品。既有国家公
职人员、新闻界人士、教师
的作品，也有退休老人、小
商贩、农民作者的作品
……堪称百花齐放，春色

满园。
据他的同事介绍，该

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已
居全区前列，当有韶伦一
功。“心灵安处，便得故
乡”。当地作家陈慧明解读
道，从1981年入职市图书
馆后的38年里，“他一心扑
在图书收藏工作上，习惯
了这份工作的单调与枯
燥。他甚至觉得，为大众收
藏文化，是一种日出日落
的寻常、是一种连篇累牍
的宿命”。

2009年就任地方文献
工作部主任后，不足10年
就把这项工作搞得风生水
起，引起自治区同行关注。
乃至自治区首次公共图书
馆地方文献工作经验交流
会选在这里召开。到目前，
收藏书目已由原来的650
多种增到4000多种、1万余
册。

网搜，是他“纳宝”的
利器。他常在书店、旧书
摊、网上转悠。过去单位规

定，凡购书必先批准，否则
不予购买。这样往往会出
现网上发现好书，等走完
打报告、审批流程，几天前
看到的图书已无踪迹。而
他只要看到有收藏价值的
便果断自己垫钱买下，即
使单位不收，也绝不让文
献失之交臂。

他曾经见过一本署名
是巴盟革委会政治部编
的、1970年成书的红皮旧
书，为了得到它，他打开孔
夫子旧书网，反复搜索几
十页，记录了他的执著韧
劲。他说：“收藏和整理就
是收集历史，越往后留存
就越少、越难，当下要只争
朝夕啊”。59岁的他，经年
累月，白天在班，晚上在
网。拈须网寻千百度，只为
文化当“值班”。

按常理图书馆文献工
作者，社交圈子小，知名度
不高，而韶伦则不然。文人
笔会、酒会、茶会、新闻界
举办的文化活动，常有他

的身影。为啥？用他的话
讲，“不就是为了由一人收
集文献变为多人收集吗？”

韶伦起初是一个人踽
踽独行，当领导决定单设
陈列馆后，他如鱼得水。新
馆藏品展示直观，来查阅
资料者众，图书资料及信
息来源更广。

舍得，是他坚贞不二
的信念。“文化产业，必须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贫
穷”。爱人下岗赋闲，干些
零活儿。居舍70平方米，已
住20多年。尽管如此，家中
还辟出空间藏书，挤出资
金购买文学、艺术、书画、
历史及乡土文艺等藏书。

有时为了“得道多
助”，常为好友不计得失地
代劳变工，以此获得“麻烦
大家”之后的理解和支持。
徐静15年前出的《阳光下
的陷阱》脱销，连作者本人
也处于无书赠友的尴尬。
韶伦得知，便在海淘市场
留心多日，忽见旧书市场

有多本这书“冒泡儿”，全
部购得后赠予原作者。感
动之下，她亲自撰写新闻
稿为文献收集工作者鼓与
呼。

他日复一日地消耗着
自己的人、财、物，不仅是
在做着一份工作，而且是
传承、守护、收藏着一个地
方的公共文化。听到社会
人对他长期隐忍、付出的
慨叹，他说，比起那些原创
作者我做得太少了。“那些
各行各业的作者才是最可
爱的人，为了家乡的‘灵魂’
事业，历经呕心，昼夜不歇，
拼凑家资，自费出书，艰辛、
催泪故事太多了”。

当地作者徐静翻阅乌
拉特中旗、前旗、后旗地方
志时，发现从春秋战国时

期到新中国成立，河套地
区有史直接记载的文字不
过数千字，而新中国成立
后至今，市图书馆地方文
献室收藏收集图书种类已
达4000多种，说明了这一
时期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文
化市场的繁荣程度。

“就我目前对巴彦淖
尔地方文献情况的了解
看，凭借这几年的努力，文
化艺术方面的书籍应该说
是自建国至今90%已经收
集到了，可是其他方面，如
工矿企业、农、林、牧、渔、
科技等方面尚不足1/5，今
后依然任重道远”；“现有
收藏的资料，既要放好守
好、存千年万年，又要把它
用活用好，造福当下。”王
韶伦说。

宁死不屈的工农运动先锋———欧阳洛
新华社南昌6月26日

电（记者 范 帆） 在江
西省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
的村口，三棵百年古樟树
静静伫立，年少时的欧阳
洛曾在这三棵樟树下学习
和阅读进步书籍。

欧阳洛，曾用名毛春
芳，1900年生，江西永新人。
1922年考入南昌第一师范，
经常阅读《向导》《红灯周
刊》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
由赵醒侬、方志敏等领导的
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1923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受党组织
派遣，欧阳洛到吉安从事
党的工作，发展了10多名
党员。同年9月，他来到永

新开展革命工作，领导农
民运动，壮大党的队伍。

1926年7月，中共永新
支部成立，欧阳洛担任支
部书记，先后发展了贺子
珍、贺敏学等一批党员，并
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
军。北伐军进入永新后，他

担任了新的政权机构———
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县
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洛
领导广大农民打倒豪绅地
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同
时开展移风易俗、改革社
会陋习的教育，特别是雷
厉风行地实行禁烟运动。
在他的领导下，永新农民、
工人、学生等各阶层各方
面都被发动起来，工农运
动进入空前高涨的时期。

1927年4月，中共永新
临时县委成立，欧阳洛担任
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
劣绅与土匪勾结，纠合反
动武装攻打永新县城，逮
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他一面组织同志紧急

转移，一面联络宁冈、安福、
莲花三县农民武装，于7月
份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赶走
反动派，营救出被捕的党员
和群众。

7月下旬，根据江西省
委指示，欧阳洛参加了八一
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
后，他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找
到党组织，化名毛春芳，被
派到沪东区领导开展工人
运动，后任沪东区委书记。
他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细
致的宣传动员，发展党员和
团员，组织罢工，维护工人
权益。经过努力，沪东区的
主要工厂都建立起党的组

织，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929年6月，欧阳洛调

任沪西区委书记，他积极
开展各种斗争，使沪西区
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29年9月，党中央决定重
组湖北省委，欧阳洛担任
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0年2月，欧阳洛担
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
部长。4月5日，由于叛徒出
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
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面
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欧阳
洛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
夫死就死，决不投降！”英
勇就义时年仅30岁。

如今，在永新县革命
烈士纪念馆的门口，矗立着
欧阳洛烈士的铜像，馆内陈
列着他的部分遗物和生平
事迹介绍资料。每当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中小
学生都会在这里举行追思
和纪念活动，向欧阳洛的铜
像敬献花篮，缅怀这位为国
捐躯的革命先烈。

“欧阳洛是一名有着
坚定革命信仰的战士，他
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这种精神将一直
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永新县革命烈士
纪念馆馆长贺新平说。

换把放心锁 出行无烦忧

欧阳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