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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李晨 整理

1959年东韩村全村通电，是中韩公
社最早通电的一批村庄，当时村里的用
电器具只有电灯。20世纪70年代开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种类繁多、性能多样的家用电器逐
步在村民家庭中出现，并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60年

代，家境比较股实的人家才有电子管收
音机，但也只限于极少数。20世纪60年
代末，晶体管收音机开始取代电子管
收音机，机身只有一个喇叭。直
到20世纪70年代末，收音

机才在东韩村民中间普及开来。根据接
收信号的强弱，收音机有长波、中波和
短波之分，村民大多使用中波收音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半导体收音机开始
流行。相对于普通收音机而言，半导体
收音机携带方便，体积小的只有两个烟
盒大小。20世纪80年代初，半导体收音
机在村民家中普及，主要品牌有红声、
卫星等。农闲的时间，村民都会打开收
音机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当时刘兰芳
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深受村民的
喜爱。20世纪80年代之后，功能更齐全
的录放机逐渐被广泛使用。后来，随着
电视机的出现和推广，收听收音机不再
是村民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村民去崂
山九中或中韩公社看电影。1981年，本
村村民购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之

后，村里很多村民逐渐购买电视机，电
视机逐渐普及。1984年，彩色电视机开
始出现并逐渐代替黑白电视机。当时购
买的电视品牌主要有青岛本地的青岛
牌12寸电视机，还有日本的三洋、日立
等品牌。
20世纪80年代初，电风扇开始逐渐
进入村民家中。当时的机型都为落地
扇，主要品牌有金龙、上海三嘉等。随着
技术的发展创新，电风扇的种类和功能
日益增多。
20世纪90年代末，空调逐渐入户，

成为村民夏季消暑、冬季取暖的新选
择。2000年以后，空调在村民家中普及
开来。
20世纪80年代初，有村民购买冰柜
用于冷藏食物，随后融保鲜和冷藏于一
体的冰箱受到村民的欢迎。到20世纪90

年代中期，几乎家家户户都购买了冰箱
或冰柜，有的家庭甚至有两台。东韩村
民购买的冰箱或冰柜多选择海尔、澳柯
玛等本地品牌。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村民购买
洗衣机，当时洗衣机仍需凭票购买。多
为单缸洗衣机，只能洗衣，没有别的功
能，品牌也以青岛产的为主，主要有海
尔、三洋、红星、威力等。随着技术的进
步，洗衣机也有较大发展，双缸洗衣机、
全自动洗衣机、智能洗衣机等陆续出
现，洗衣机不仅能洗衣，还能做甩干、烘
干等工作，为村民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进入21世纪，东韩居民购买大型家电
时倾向于选择几个特定的品牌。如选译
海信的电视机，海尔的冰箱，澳
柯玛的冰柜以及海信
的空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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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天，由当地驻军和刘家
下庄大队合作，将电力引进村，当时营
房和两村共用一台 30KVA的变压器，
从此结束了照明点油灯的历史。
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原变压器

的容量远远不够用，1960年部队和村
各设变压器，孙、刘两村增设了一台
100KVA的变压器，此设备一直用至20
世纪60年代末。1972年因刘家下庄扩
大砖瓦厂，又另上一台 180KVA变压
器，原先的变压器为孙家下庄专用。
1974年，刘家下庄将180KVA的变压器
迁到砖瓦厂，村里另上一台75KVA的
变压器，并将原来的木头线杆更换为
水泥杆。
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村中部
分人搞起了食品加工，到 1990年时，
村中的烘炉已发展到22台，仅此一项
就远远超过了当时变压器容量，还要
保障村民生活用电，变压器难以负荷。
因当时资金困难，无条件增加容量，只
有分班用电，晚上12点前禁止个体用
电。
1984年，村配电室更换新配电

盘。
1985年，电力设施遭 9号台风破

坏，时任书记张志宝联系本地驻军支
援水泥杆将村内线路全部整修，更换
了旧线路，经农电局检验合格后，实行
昼夜供电，时称“长白电”，并被评为中
韩镇第一个“安全用电标准村”和崂山
农电局“安全用电先进单位”。
1992年，村中和砖瓦厂的变压器

全部更换为节能变压器，村变压器容
量为 100KVA，砖变压器为200KVA。村
变压器因长期严重过载，于 1995年8
月烧毁。为保证生活和生产正常用电，
村两委想办法融资近 20万元增容
100KVA，这样村中和砖厂的变压器部
为200KVA。
2000年，国家进行电网改造，根

据村用电情况又增加了 200KVA变压
器台，至此，村共有变压器3台，容量
600KVA，基本满足当前需要。2001年
后，因引进大量企业，用电又开始紧
张，为保证生产，个人出资上电，至
2008年底，共上变压器 7台，容量
1500KVA。2009年，供电局又将村中两
台200kvA的变压器更换为两台400kvA
的变压器，全村总容量已达2500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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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华诞，
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韩街道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用照片和一些
有历史意义的物件，以特有的艺术
形式和视角，全面反映街道在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群众生活
的巨大变化，激励和鼓舞中韩人民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中韩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决定
以“记忆中韩、留住乡愁”为主题，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
（摄影）作品展览。
活动时间：2019年5月27日

至2019年9月30日。
征集主题：全面征集反映中韩

街道70年来的伟大变迁、历史印
记、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建设成
就、城镇变化、人文风俗、社会生活
等题材的摄影作品或者老物件。投
稿作品要紧扣主题、立意鲜明、形
象生动、情感真切，画面内容丰富、
语言文字准确，具有鲜明的时代气
息，较强的视觉表现力、感染力，旨
在传播主流价值，凝聚精神力量，
带领广大居民，共建最美家乡。
(一）衣食住行篇
衣：服装变化的背后，是社会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服装的变化
也昭示着70年来人们生活质量的
不断提高与改善。征集的照片要体
现出中韩人民衣着的变化，来展示
建国后的百姓生活巨变。
食：小小的饮食中蕴含有大智

慧，也反映着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
文化特征；征集的照片要体现出中
韩街道饮食文化的变化，从而反映
出社会历史的兴衰更替与社会生
活的变迁。从大锅饭到五星级酒
店，从吃不饱到吃得好，通过展示
老百姓餐桌的变化，反映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的繁荣，是新中国成立
70年发展重要的历史见证。
住：征集的照片体现出中韩的

乡村风貌变革、社会变迁。从以前
的只要能遮风挡雨，到现在的追求
居住品质、居住条件。通过新旧住
宅的对比，以及美丽家装展示中韩
人如今的幸福宜居。
行：征集的照片要体现出中韩

交通以及交通工具的变化。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坑洼不平的土
路仍在各交通要道中占很大比例。
除了道路的不便外，交通工具的落
后也是导致交通不便的重要原因。
如今的中韩不仅道路通畅，交通工
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他：（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韩街道模范标兵、时代楷模，经历
重大社会活动的人物等；（2）展现
街道党建活动、民情走访、医疗卫
生、教育科技、民间习俗、文化艺术
等，影响中韩街道在建设文明社
会、和谐社会、两型社会所作的努
力或取得的成就，以及影响中韩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大事件；（3）街
道组织的“壮丽 70年，奋斗新时
代”系列纪念活动摄影作品。
（二）老物件篇（照片或实物）
1、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

曾常用的或者对社会发展等方面
有影响的老物件。
2、能够展现某个时代阶段独

有的老物件或收藏，如粮票等。
3、能够体现年代变化、体现社

会发展的物品，如工资条、老火车
票等。

征稿要求：

1、作品创作时间不限，彩色、
黑白不限，单张和组照均可。每人
限投 6幅作品，组照不超过 3组
（每组不超过 6张），1组按 1幅作
品计算。作品须注明作者姓名、单
位、联系电话、作品标题、拍摄时

间、地点、拍摄工具以及文字说
明。作品信息以TXT文本文档格
式与作品图片一并发送到指定邮
箱。
2、作品必须是原创。谢绝使用

电脑创意，仅可以做亮度、对比度、
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不能做合
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电脑技
术处理。对于拟入选的作品，投稿
者须在拟入选名单公布后 7日内
提交含摄影信息的原始数码影像
（图片格式为JPG格式；文件大小
控制在5MB至10MB以内，像素
为800×1200以上，本次活动不接
受纸质作品），以便鉴定和制作展
览作品之用。
3 .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

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
组成部分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
争议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
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
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投稿者应承担
由其稿件及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
切后果与责任。
4、如若投稿作品为老物件实

物，可联系本次展览负责人。老物
件展出后将归还投稿人。
5、对于所有入选作品，中韩街

道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以复
制、发行、展览、放映、信息网络传
播、汇编等方式使用，并不再支付
稿酬。本次摄影大展活动不收投稿
费，照片类的稿件不退稿。照片类
投稿作品在发送过程中损毁、丢失
或迟到、未到的，相关损失及后果
由投稿者自行承担。中韩街道对此
次大赛拥有最终解释权。凡投稿
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次大赛之所
有规定。
截稿日期：自通知下发之日起

开始投稿，至2019年8月31日止。
投稿邮箱：zhwthd2019@

163 .com。
联系人：王小明、周霞。
联系电话：58515756。

东韩社区的家电发展
[ 史海钩沉 ]

[ 村史故事 ]

刘家下庄电力发展 家有老物件，快来报名啦
中韩街道“记忆中韩、留住乡愁”摄影大赛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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