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从村里被招进县城工厂，幸运地成了‘工人老大姐’。
这张照片拍摄于进厂后的‘五四’青年节，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现在
看看，多有纪念意义！”今年81岁高龄的卢希荣老人，手捧着这张泛黄的老照片，
不胜感慨。

卢希荣出生在夏津县田庄乡大于庄村，16岁入团，担任生产队的“记分员”。
1959年秋，县粮棉厂到村里招收纺织女工。尽管标准条件“苛刻”，但经过严格审
查，卢希荣在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卢希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加强学习，
阅读了不少书籍和报刊，还常常把学习体会记在本子上，她尤其喜欢《中国青
年》杂志，每期必看，每篇必读。

1960年的“五四”青年节，单位组织演讲比赛，卢希荣精心准备了题为《立志
做个好青年》的演讲。她在台上慷慨激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无论干什么工
作，在哪个岗位上，都要做到讲责任，踏实干，有目标，能作为，要想当个好职工，
必须做个好青年……”由于她的演讲坦诚实在，感染力强，赢得阵阵掌声，并拔
得了“头彩”。她掩饰不住兴奋之情，走进邻近的照相馆，定格美好时刻。

1961年下半年，县里组织财会人员学习班，卢希荣因为“算盘”打得好被选中。培训结束后，她来到新单位——— 夏津土
产公司，管着记账和出纳。由于业务精湛，成绩突出，由职工直接转为干部，并当上了会计股长。“‘做个好青年，当当个好职
工’。这些年来，我始终牢记这句话。我在岗位上管账管钱管物，跟‘票子’打交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理得得分分厘厘
都清清楚楚，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已退休多年的卢希荣，对过往的经历和表现，一直觉得坦荡无私，问心无愧，更更值得留
恋的是对工作的执着专注和豪迈激情。

立志做个好青年

【老照片】

□李义福

在中国许多城市，都有一条中山
路，南京的中山路、上海的中山路、广
州的中山路、青岛的中山路、芜湖的中
山路……这些城市的中山路所经之
处，或是商业繁华之地，或是曾经具有
浓浓革命气息之地，或是历史文化丰
厚之地……上世纪30年代，青岛以报
纸为主体的近代大众传媒空前活跃，
在独特的商业文化环境中，广告亮相
岛城报纸，报纸上的商家广告在传递
各种信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造
着社会，一些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等
新兴消费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0世纪30年代是青岛经济文化较
为繁荣发展的时期，城市人口已经达
到40多万，城市里的电影院较20年代
前后相应增加许多，据史料不完全统
计，那时能放映电影的电影院和戏院
就有十几家，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随处
可见，当时青岛主要的报纸《青岛民
报》《青岛晨报》等每天都有电影院的
宣传广告。

这时的电影广告版面多、范围广
且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大量排比和华
丽辞藻的运用是其特点。如1931年间
刊登在《青岛民报》上的电影和电影院
广告：“银星戏院：有声影片《百老汇之
歌舞》，现代第一美术杰作，五彩歌舞
对话大片，五光十色，美不胜收，艳名
盖世，誉满全球。”福禄寿大戏院（原位
于中山路61号的红星电影院）广告内
容是：胡蝶女士主演，郑正秋君导演，
明星影片公司空前艺术巨片《红泪
影》，广告语：“遮掩了一切巨片之光
芒！超登到象牙之塔峰尖！”“明星戏院

（位于安徽路6号）：美国影片《电影中
人》，电影中之电影大观，滑稽中有浪
漫趣味，价目特等8毛，头等5毛，2等3
毛。”

在1935年8月21日出版的《青岛晨
报》上，刊登放映电影广告的影戏院就
有山东大戏院（位于中山路97号）、明
星大戏院、福禄寿大戏院、五福大戏院
等4家之多。

1935年9月16日，上海联华影片公
司导演吴永刚及演员一行十余人，乘
坐“奉天丸号”轮船来青，下榻位于龙
山路上的著名导演孙瑜私宅。联华影
片公司此次在青岛拍摄由吴永刚执导
的电影《浪淘沙》。与此同时，由著名导
演孙瑜执导的另一部电影《到自然去》
也在青岛拍摄，这两部电影同属“联
华”，因此是两个导演、一套演员班底。

《到自然去》演员是黎莉莉、金焰、韩兰
根、章志直，而《浪淘沙》的戏是两个男
人的对手戏，演员就是金焰和章志直。

当时取景时，为避免重复，《到自
然去》选在第三海水浴场拍外景，《浪
淘沙》选在燕儿岛拍外景。今天，我们
看老电影《浪淘沙》，还会依稀辨认出
燕儿岛的轮廓。如今的燕儿岛已经是
青岛的繁华市区和商业的黄金地段，
中外游客的必至之所。穿越历史的时
空隧道，燕儿岛的今昔变化不禁让人
感慨万千。

斗转星移，1936年7月14日，历经近

一年的拍摄制作，全部外景在青岛拍
摄的电影《浪淘沙》作为上海联华影片
公司的第一部有声对白巨片，在位于
中山路上的山东大戏院开始上映。山
东大戏院在报纸广告中，为吸引广大
读者眼球，提高上座率，以“联华公司
第一部有声对白巨片在青岛燕儿岛摄
制之杰作”为卖点，大肆渲染电影剧
情，以勾起读者一睹为快的故事悬念。
岛城广大观众，特别是追星一族，也给
足了《浪淘沙》这部在自己家乡取景拍
摄的电影面子，面对4角、5角、7角不菲
的票价，踊跃购票，成就青岛影坛一段
佳话。

翻阅20世纪30年代老青岛出版的

各种报纸，时光倒流70多年，那时云集
青岛中山路上的各路商家很注重广告
宣传，百货商店、照相馆、洋服店、绸布
店、钟表行、饭庄酒楼、澡堂子、靴鞋
店、电影院等等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
比比皆是。

今天，在我们视野中，电影明星们
为商家代言做广告已司空见惯。然而，
那时电影明星能为普通商家做广告可
谓凤毛麟角。青岛老报纸《胶澳日报》
1923年创刊，报社位于青岛观象一路25
号，报纸每天刊登各类广告。

在笔者收藏的1936年12月18日出
版的《胶澳日报》上，意外地看到了20
世纪30年代，中国女电影明星之一王
莺为位于中山路上的景昌呢绒洋服店
做的代言广告。这幅平面报纸广告创
意新颖，王莺身着时髦大衣拍了一张
照片，书写的“中山路景昌呢绒洋服店
做的大衣既适体又美丽，价钱更便宜，
姊妹们不妨去试试”手迹宣传推介文
字和手迹签名，颇具感召渲染力。

广告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
正如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
中所言：“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
即文化记录之进步。”上世纪初至20年
代、30年代，青岛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可
谓覆盖面广，包罗万象。其中，青岛老
报纸上有关中山路上电影院、商家的
广告犹如一个万花筒，展示着近代青
岛社会生活的广泛变迁。

张富贵，1913年8月5日出生在威海文登
高村镇望海隋家村一贫农家庭。从13岁开
始，张富贵就靠给地主当长工度日。1940年，
家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后彻底改变了他
的人生之路，从抵债的雇农逐步变身为劳
模，1950年、1979年张富贵两次获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

张富贵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流
落他乡，年幼的富贵过继给了寡妇伯母。他
的伯母靠日夜纺线织布，买了两亩地。张富
贵7岁就跟着伯母下地干活，尽管没白没黑
地干，仍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从13岁
开始，他就给地主当长工。25岁那年，伯母为
给他成亲，向地主借了110元钱，取钱的时
候，先扣下当年的利钱，只给了77元，从此，
一家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驴打滚的
债，富贵只好把仅有的二亩地押给地主抵了
债。

1940年，共产党、八路军来到了望海隋
家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减租减息
和增加雇工待遇的斗争，使张富贵第一次扬
眉吐气，雇工的年报酬增加到1200斤粮食。
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他赎回了抵债的那二
亩地。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
党中央在陕甘宁向抗日军民发出了“组织起
来”的伟大号召。这年年底，张富贵与何其孔
等五户农民一起，带头办起了全县第一个互
助组，大家推举他担任了组长。互助组的五
户农民取长补短，互相帮助，解决了许多个
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翌
年，经过民主协商，张富贵的互助组作为母
组，发展成八个组，并实行了记工划分，等价
交换，使全村都组织起来了。张富贵还到周
围村，帮助建立了120个互助组，高村区的互
助合作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1944年10月10日，张富贵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秋后，文登县民主政府在万家庄召开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劳模大会。张富贵在会上
介绍了互助合作经验，当选为全县第一名劳
动模范。县长亲自为他戴上光荣花，并奖给
他一头大黄牛。

1945年冬，张富贵已是胶东区特等劳动
模范了。当时，威海市的市长于洲，邀请他来
威海介绍经验，并约定来的时候派人去接。
约定的时间到了，张富贵扛着一张铁锨，背
着一个粪篓子就上路了。100多华里的路，从
早上东方刚露白启程，傍晚就来到了威海市
政府的大门口。一路上，他顺路拾了三篓粪，
每拾满一篓，便走到附近村庄，打听谁是军
属，把粪倒在军属的粪场上。

有一天，张富贵到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
五尚地村去介绍经验。村里早就布置好了会
场，还特地买来鞭炮，当大家正焦急等待的
时候，大路上走来了一个背着粪篓子的庄稼
人。当时，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要人陪同，
大家没想到这个庄稼人就是张富贵。只见他
朝人们笑了笑，就从欢迎他的人群中挤了过
去，直向会场走去。这时，有人连声喊道：“快
点鞭炮，张富贵同志来了！”张富贵就这样，
不坐车，不骑马，先后走了102个村庄，把办
互助组的经验送到了千家万户。

1950年9月，又一个喜讯传到望海隋家
村，张富贵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工农兵英模
代表大会。在欢迎宴会上，当他代表山东省
的劳动模范，向毛主席敬酒的时候，多日背
熟的几句话，在一刹那，竟忘得一干二净，激
动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毛主席亲切
地站起来同他碰杯，并连声说：“谢谢！谢
谢！”

抗美援朝期间，张富贵参加了中国人民
赴朝慰问团，来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
到了朝鲜战场后，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从哨所到坑道，从这个阵地到那个阵地，把
一袋袋慰问品送到最可爱的人手中。

1978午12月18日至22日，张富贵参加
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刚开始，有些人想不
通。张富贵亲自向干部、群众讲自己思想
认识的过程，介绍具体办法。他说：“过去
想富不敢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
真正挖掉穷根。早搞责任制的早富，晚搞
的晚富，不搞责任制的就难富。”张富贵的
肺腑之言，把干部群众的心说活了，责任
制也搞起来了。

张富贵：从抵债雇农

到全国劳模

【故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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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往事】

上世纪30年代中山路上的人力车（资料片）

电影《浪淘沙》的报纸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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