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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解放路地标

十字口。
自贡市摄影家协会供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恪生

根据自贡市自流井区地方志办资料记载，1986年，
解放路是全区最繁华的商业集中区。从新桥至市人民
电影院，全长1600余米。

在这1.6公里的路两边，云集了自贡主要的党政机
构和重要商企，所以这里也成了自贡最有人气的地段。
不仅如此，它紧邻的釜溪河还是井盐运输的大型中转
站，曾经的釜溪河，载满井盐的木船，千帆竞发……

1984年，政府将解放路中段辟为商业步行街，从上
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代，这里曾是自贡最繁华的商
圈：十字口、百货大楼、龙凤商场……承载了无数自贡人
美好的回忆。2000年以后，解放路开展园林绿化改造，
并装了彩灯，成为外地游客打卡之地。

“这里的地标建筑就太多了，两只手都数不过来。”曾
泽成说，从东边开始，老电影院、龙凤商场、盐业历史博物
馆、沙湾饭店、张爷庙、电子器材公司大楼、牧羊女雕塑、
百货大楼、市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十字口、自贡饭店、北
方味饺子馆，还有当年滨江路的郊外车站，每天都是人
山人海……每一座地标，背后都有无数个故事，“但到现
在，仅存还在运营的，也只有盐业历史博物馆和张爷庙
了。其他的地标，都消失在城市发展变迁当中……”

2008年，47岁的林利和52岁的曾泽成都来到自流井
区龙凤山社区工作。两人从过去的朋友变成了社区工作的
同事，工作上搭把手，生活中互相照应，20多年前的友谊得
以延续。而这条曾是自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解放路，也
随着自贡城市“东进南移”的脚步，逐渐安静了下来。

但曾经的辉煌，始终刻在两个人的青春时光里，也
被绝大多数自贡人所铭记。

中共自贡市自流井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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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自流井区新街街道办事处
对本组报道大力支持

相识40余年的“老哥
俩”林利（左）和曾泽成搂着
肩在电影院门口拍了张纪念
照。 刘恪生 摄

自贡解放路上烟火味最浓的人气地标

人民电影院维修重整将焕新生

2001 年，自贡市提出
“东进南移”城市发展战略，
南湖区域被规划为城市新
中心。历经20余年开发建
设，南湖新城城市功能逐步
完善，“南移”基本完成。解
放路也逐渐失去了辉煌，沉
淀着历史的印记，却多了一
份文化的自信。

在自贡，被命名为“解
放”的一共有四处地标：一
是解放路，二是解放桥，三
是解放碑，四是解放路隧
道。而这四处地标，都在方
圆一公里内，解放桥位于交
通路关外段，而交通路与解
放路毗邻；解放碑位于自贡
彩灯公园内；而解放路隧
道，即龙凤山隧道。

20世纪90年代末，结
合旧城改造，解放路商业街
主体部分全部拆迁重建。
2002年，雄飞假日广场建
成开业。广场建筑总面积
12万平方米，集大型百货、
四星级酒店、大型餐饮、综
合性娱乐设施于一体，按

“摩尔”式购物中心打造，时
为川南地区最大“商业航
母”和自贡商业新地标。

2003 年，大型商业设
施温州商城建成开业，营业
面积10.77万平方米。从新
桥至百货大楼，南边的商业
店铺全部拆除，改建为滨河
广场绿地。大规模改造重
建，完全改变了解放路旧时
风貌：双面街道改造成半边
街，从中小商铺为主改造成
大型商厦为主，商厦商业营
业面积增加近10倍。

解放路重建期间，旧城
商业中心往五星街、东方广
场上移。2003年重建完备
到2005年底，解放路经营
逐步萧条，日均人流量不到
五星街三分之一，商业生意
从热闹变为冷清。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林
利依然希望这里能建一座
不一样的电影院，播放城市
的历史，也希望解放路重新
焕发生机。

“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
子，如今依然对解放路深怀
感情。”曾泽成说，希望今后
的解放路，能打造文化的记
忆，把那些有文化根基的东
西重新找回来，以另外一种
方式，重塑解放路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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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解放路上的地标

十字口。
自贡市摄影家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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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林利和68岁的曾泽成退休前既是同事又是朋友，40多年前，两人相识于自贡市
解放路的人民电影院。林利是电影院职工，曾泽成则住在离电影院不远的竹棚
子。两人因电影结缘，成为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

今年9月中旬的一天，林利和曾泽成站在正维修的电
影院门前，搂着肩膀拍了一张合影，“纪念我们永
远回不来的青春”。他们纪念的还有
解放路的过去以及自贡城市
75年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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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8年，
16 岁的林利
进入自贡市人
民电影院工作。
经过培训，他了解
到了这家电影院的
过去。

自贡市人民电影
院的前身，是始建于
1937 年的胡广庙。而
它开始跟电影沾上关系，
与解放前从重庆来解放路
的一对兄弟有关。

这对兄弟是放映员，初
到自贡就选择了在胡广庙放电
影。那时的电影是无声的，两兄
弟一人放映一人解说。后来，电
影的形式变成了幻灯片配音乐。

因为有这段历史，抗战胜利
后，自贡在胡广庙原址建起了“胜利
电影院”。

自贡解放后，胡广庙胜利电影院被
废弃，旁边新建起了自贡市人民电影
院。1953年5月1日，自贡市人民电影院
正式营业。

上世纪50年代，自贡井盐业开启公私合
营，盐业生产步入高速发展时期。

上世纪60年代，自贡作为当时四川重要
的工业城市，担负起了川南片区三线建设的重
任，全国20余家三线企业、成千上万的企业职工
和干部来到自贡，也带来了城市的繁荣。而解放
路，正是当时自贡的“中央商务区”。这条路上的
人民电影院一带，则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自贡“最
具烟火气”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不到20岁的林利和刚刚20岁出
头的曾泽成因电影结识，成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这
一时期，自贡市人民电影院也迎来了它的“黄金年代”。

“普通电影票5分钱一张，加新闻简报的6分钱一
张，宽银幕电影票1角钱一张。”讲起过去，林利如数家珍，

“那时的电影票有多火呢？简直一票难求，解放路夜市上
每天都有卖票的‘黄牛’，生意爆好。谁要是能弄到一张电
影票，那都是很有办法的人。”

在当时，经常有人找林利“弄电影票”。曾泽成至今都记
得电影院上映那些热门电影时的景象：“电影院上映《刘三姐》
《追捕》《望乡》的时候，院里院外的观众是里三层外三层，那叫一
个水泄不通哦……”

回忆在电影院工作的那段时光，林利还颇有些感动：“后来，我
被调去筹建院里的劳动服务公司，主要管理歌舞厅、台球室、录像
厅、餐饮部、皮鞋店、游戏厅等集体产业。那时，电影院一年的产值在
整个川南地区都是领先的。”

从解放前的胡广庙，到民间放映员组建的电影放映厅，到自贡市
人民电影院，再到现在正在维修重整的老电影院，一直都是解放路上最
有烟火气的地标之一，见证了75年来解放路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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