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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哈尔滨市妇联主席 战秀琴

《哈尔滨市妇联志》带着一份凝重，一份责任，一份期待出版

了。

这里，如实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哈尔滨市妇女运动的发展过

程；客观地记述了哈尔滨市妇联自1946年成立以来，代表和维护

妇女利益，认真履行妇联的职能，努力完成不同时期肩负的历史重

任，推进哈尔滨市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情况。特别是记述了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给妇女运动、妇女组织和

妇女工作注入的活力，带来的新变化。同时，记载了哈尔滨市妇女

运动史上的重大历史运动和事件。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了

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本志对于各界

妇女、妇女运动的研究者及妇女工作的支持者了解妇联和妇女运

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对广大妇女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的好教材。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和存史”，相信本志一定会

起到益于当代并传之后世的作用。

在《哈尔滨市妇联志》的编纂过程中，全体参与编纂工作的人

员克服史存资料分散、难以查询等诸多困难，以对历史负责的高度

责任感，不辞辛苦，通力合作，收集、捕捉有价值的资料，并辛勤笔

耕，值得充分肯定。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承蒙一些老同志提供宝贵资料，在编辑

出版中，始终得到了黑龙江省妇联史志办公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

室．市委党史研究室，哈尔滨日报社，省、市档案局、图书馆等部门

及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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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详

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纂。

二、本志记述时间上限力求追溯到各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1990年底。着重记述哈尔滨市妇联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妇女组织、妇女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变化情况。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哈尔滨市妇联工作为主体，辐射各区、县

(市)妇联工作。

四、入志人物设传、录、表三种体裁。入传人物坚持生不入传的

原则，按生年排列。

五、本志资料和有关数字来源以文献、哈尔滨市妇联档案以及

有关部门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不再注明出处。

六、本志文体、时间、称谓等，均遵循《(哈尔滨市志>编写行文

规定》的要求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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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儿童少年活动中

哈尔滨市妇联职I幼儿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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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哈尔滨二

人员亲切交谈。

、二叠、-～。-▲：，溜【
1960年6月1日，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Z

人大委员长朱德接见哈尔滨学哲学标兵、全匡

魏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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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8年．全国

妇联主席蔡惰来略

尔滨视察妇士I

作．和妇七群众在

一起。

I 962年．全国

扫联副主席邓颍起

(前排左五)来略尔

滨视察．与省市妇

联干部合影。

I 986年．全国

妇联主席泰克清视

彝哈尔滨市政府第

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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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哈尔滨妇女在旧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压迫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们在政治上没权利，经济上

不独立，受教育权被剥夺，婚姻不自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特

别是沙皇俄国和日本军队入侵哈尔滨后，奸淫烧杀，横征暴敛，许

多妇女惨死在殖民统治者的屠刀下，更多的妇女承受着丧夫失子、

饥寒交迫之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

下，哈尔滨进步妇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运动的消

息传到哈尔滨后，东华中学等校的女学生反响强烈，她们和全市

学生、工人、市民一起罢课罢工罢市，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踊跃

参加“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的活动。知识界妇女成立了“妇女救

国会”。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从此，哈尔滨妇女运动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

发生后，哈尔滨各界妇女，尤其是各中学校女学生，在党的号召

下，通过集会游行，散发传单，街头讲演，组织募捐等活动，支

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斗争。1925年6月28日，由知识界妇女

才镜石等发起成立了“哈尔滨妇女协进会”，开展反帝爱国活动，

举行义演募捐，援助“五卅”惨案遇难同胞。她们还开办女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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