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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芬園鄉立圖書館館長

李玉蟾挺社區
要讓在地人更幸福
文‧圖︱林敬家

雖然不是在地人，但芬園鄉

立圖書館館長李玉蟾對於

地方的投入有目共睹，多次

獲得圖書館評鑑與績優人

員肯定，多年來她依舊不減

熱情，把地方的幸福感，轉

化為自己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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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鄉鎮市公共圖書

館的功能已不再只是借還書而已，

位於彰化東隅的芬園鄉立圖書館去

年重新整修開幕後，已成為在地知

識文化重鎮，而背後重要的推手就

是館長李玉蟾。她雖然不是在地

人，卻為芬園人服務多年。她說，

長期耕耘芬園，這裡就像自己的

家，輔導社區發展，看到村民真誠

有活力，也讓她充滿成就感。

偏鄉裡唯一書籍匯集區

芬園鄉，位居八卦山東麓，

居民以農業為主要產業，受限於在

地環境、資源有限之下，工商發展

與投資不多；自民國70年以後，

人口逐漸外流，呈現負成長，至今

人口數只有2萬5千多名。在這裡

人少，閱讀人口也少，芬園鄉幾乎

沒有書店，僅有兩家文具店坐落在

彰南路馬路邊。鄉民想買書只能到

彰化市或南投草屯鎮，因此鄉立圖

書館的功能更為重要。

芬園鄉立圖書館位在社口

村，附近有鄉公所、派出所及芬園

國中和芬園國小。圖書館為了擴大

閱讀環境，102年封館整修，二樓

原本為書庫及兒童閱讀空間，現在

改為電腦教室和閱覽室。一樓原本

有容納百人的會議室則變為安全兒

童活動空間，也區分出銀髮族閱讀

專區，所有的新書也擺放在一樓，

方便居民借閱，提供友善的閱讀場

域。

「偏鄉經費有限，難以每年

購書。」李玉蟾說，早期書籍老舊

難有吸引力，直到去年四月圖書館

經過整修後重新開放，一次增加了

7,000多本書籍，漫畫、童書一應

俱全，圖書館煥然一新。

李玉蟾說，過去光線和動線

都不夠完善，書籍也被民眾嫌太過

老舊。館內曾電線走火導致書籍被

煙燻、損毀，舊式的圖書館設備潛

藏危機。芬園鄉公所爭取了200萬

經費，購買大人小孩都適合閱讀的

書籍。

「 越 偏 鄉 的 孩 子 越 要 閱

讀」，圖書館現在開放辦理家庭

卡，一個家庭28天內最多可以借

到40本書，也吸引彰化市、草屯

鎮民眾前來參觀借閱。

眼看手機、電腦充斥在學生

生活中，李玉蟾在圖書館開放後，

寒暑假舉辦借書集點活動，鼓勵學

生在放假時大量閱讀。她到處募集

1 	 芬園鄉立圖書館館長李玉
蟾。

2 	 安全兒童活動空間，提供友
善的活動、閱讀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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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還找來超商店長贊助深受年

輕人喜愛的「蛋黃哥」杯盤組，果

然增加借書方式的詢問度。

外地兒女  
愛上芬園純樸真誠

李玉蟾個性爽朗活潑，對人

事物展現熱情，平時常有社區成員

及村民找她閒聊、請教問題，讓員

工較少的圖書館區仍充滿「人

氣」。

45年次的李玉蟾是南投草屯

人，最早在芬園鄉公所擔任幼兒園

輔導員，後來到民政課處理業務，

90年之後在清潔隊任隊長，2年後

再到圖書館擔任館長至今超過10

年，她將所有心力投注在他鄉，卻

相當快樂。她說，工作讓她能第一

線接觸居民，一點一滴累積出的情

感，讓她捨不得離開。

擔任清潔隊長期間，李玉蟾

推動垃圾不落地及資源回收。民國

90年彰化縣僅剩少數鄉鎮未落實

環保政策，李玉蟾備感壓力，希望

盡快改變居民的生活習慣，免於落

後其他縣市。

「反正我是外地人沒有包

袱」李玉蟾說，居民過去習慣將一

包包垃圾丟在路邊，由清潔隊人員

自行收取，想改變居民習慣，每天

在固定時間出門倒垃圾相當困難，

政策還未執行抱怨聲早已四起，她

卻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意作戰。

李玉蟾先教育清潔隊人員垃

圾分類的方式、設計垃圾車路線，

她深入各地的村里民大會，一再宣

導新的垃圾政策。垃圾車出勤收垃

圾，前方先由載著播音器的車輛當

前導車，李玉蟾則騎著另一輛機車

跟在垃圾車後面，「沿路解決居民

問題、承受他們抱怨。」

清潔隊員拿小刀劃破每包垃

圾，檢查是否有可回收物，現場灌

輸民眾資源回收的觀念。李玉蟾當

時每天也在垃圾堆中，與清潔隊員

一起分類，「起初耗時耗力相當辛

苦，現在看來都有代價。」芬園鄉

寶山社區理事長黃玉蓮說，現在的

芬園變得乾淨，居民生活習慣改變

許多。

深入地方 社區問題全找她

芬園鄉各社區近10年來蓬勃

發展，將荒地綠化成公園、居民組

歌舞團到各地展演、甚至發展社區

在地產業，自己出產窯烤麵包、綠

豆椪，相當有活力。

芬園鄉舊社社區改造、活化

荒地，目前打造3座特色公園，也

解決垃圾異味及治安問題。其中大

埔路上的棋盤公園有一個排球場

大，今年完成的「丟丟咚公園」則

記錄過往生活形態，社區愈來愈有

特色，今年也獲得文化局經費補

助，將設計小旅行吸引遊客。

「館長挺社區，是幕後推

手。」舊社社區居民張凰鳳說，起

初大家想讓地方更好，卻像無頭蒼

蠅，不知從何做起，靠著李玉蟾想

點子，幫助社區做出特色。李玉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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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玉蟾教導銀髮族將平凡的種子
組裝成吊飾、項鍊。

4 	 整修後的芬園鄉立圖書館，將一
樓改造為安全兒童活動空間，也

區分出銀髮族閱讀專區。

5 	 彰化東隅的芬園鄉立圖書館去年
重新整修開幕後，已成為在地知

識文化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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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熱衷地方活動，為了幫居民加油

打氣，即使社區辦活動遇上週末，

她也跟著到場忙進忙出。

芬園鄉地廣人稀，過去居民

保守封閉，少有機會合作互助。李

玉蟾認為，社區能讓地方居民有歸

屬，成為改變芬園的力量。96年

芬園成立社區促進會，各社區代表

定期到圖書館交流開會，「有了競

爭大家變得重視社區事務」。

竹林社區老年人口多，居民

卻相當投入社區活動，起初李玉蟾

到他們的活動中心舉辦講座、以竹

林過去的意象開辦「竹編班」，邀

集居民一起學習，發現不少老人家

獨自在家相當自閉，還有老伯伯身

體狀況不佳、有痴呆症狀，每次卻

都熱情參與，中氣十足大喊「樂咖

ㄟ，我又來了。」讓李玉蟾相當感

動。 

竹林社區知名的銀髮族歌舞

團，居民能演又能唱跳，多次到外

縣市表演，相當受歡迎。李玉蟾

說，老人家活力十足，原本自卑、

孤獨的居民變得快樂，「這就是社

區存在的意義」。

巧手館長 廢棄物變精品

芬園鄉人口外流，老年人

多；97年李玉蟾開始推動樂齡學

習，她在圖書館開課，其中「種子

傳藝」特別受歡迎。李玉蟾喜歡外

出旅遊，撿拾許多特殊種子，課堂

上為阿公阿嬤解說植物，也帶著他

們將平凡種子組裝成吊飾、項鍊和

動物造型擺飾。

圖書館還收藏著學員做的彩

繪石頭、編織包和襪子布偶等。李

玉蟾有雙巧手，時常自己當講師，

將廢棄物回收利用，轉化為新生命

的物品。最近她在辦公室蒐集蛋

殼，準備讓學員以蛋殼碎屑拼貼創

作圖畫，相當有創意。

老人家行動不便，為了服務

周到，李玉蟾乾脆將課程拉到社區

舉辦，發展出地方特色，例如，進

芬社區打造了磚窯燒，居民學做香

Q好吃的窯烤麵包，包裝經過設

計，現在已能販售或作為伴手禮。

另外，植物染課程在德興社區開課

已久，利用荔枝殼染出復古有層次

的色彩，居民製作包袋、絲巾，都

相當滿足。

「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李

玉蟾希望精進自己的專業技能，今

年9月她將到南開科技大學攻讀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碩士。她

說，即使記憶力不比從前，但有強

烈的學習欲望，「要學得更多知

識，讓在地老人家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