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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妇女工作委员会旧址 一郑州城隍庙

现在删市望耋曼嚣誊墓诸鞋函高螽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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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t郑州妇女慰问解‘ 1951年“三八”节，郑州妇女5

放军南下部队。 万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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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五一”节．行商公会家庭妇女文艺宣传队参加抗美援朝

莹传演出。

979年“三八”表彰大会会场



951年4月．郑州市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执委

984年lo月，郑州市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全体执委 二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郊区纪公庙村科研小组在田问观察庄稼生长情况

1984年1月至2月．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i去制宣传月活动中

妇女走上街头宣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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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郑州妇女志》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

详细地记述．了我市广大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处境和解放后妇 一

女地位的提高，也记述了郑州市妇女运动的历史，很值得一 r

读。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为了教育广大青年，特别是广大青

年妇女不要忘记过去，珍惜今天的新生活，自尊自信，自立， ，

自强，．激励广大妇女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这本书，回顾一下过去，总结历史的发展是十分监要的。。

傅立叶说过这样的话l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类解放的天

然尺度。眼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形象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是妇女自身的解放，而且标志着社会文咧

进步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观念上的解。

放，而观念上的解放则是全社会的事情。解放前，人民当牛．

做马，妇女则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政权、神权：族权，夫权

象四务巨大的绳索，禁锢着广大妇女的思想，不然何以有那

么多“节妇烈女"。整个社会，不论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

者，都同样地受到封建观念的束缚，妇女自身对自己的命运

就没有更高的理想。要克服这些封建观念，并非仅仅是说理

教育能办成的事，它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乃至风俗的变迁的。

结果。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市广大妇女摆脱了“四条绳索”

的束缚，为她们展示了新的生活道路，四十年来，我市妇女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各级妇联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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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了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做

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广大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发

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一

但是，妇女解放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要真正彻底地

从妇女乃至全社会的头脑中清除“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却

不是在短时期内立竿见影的事情，我们还需继续努力。在改
“

， 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一些陈腐的东西．罪恶的东西又死灰
’

复燃，这也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并坚决予以解决的事情。 ，

。

另一方面，我们也还要看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也为广大妇

女提供了发展英才能的更广阔的天地，也提出了妇女解放的，

更高的1t标。现在的妇女解放，已不仅仅是基本生活需要的
’

满足，而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
’

． 因而男女平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不仅是在家庭中的平

等，而且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与男同志一样积极进取。’

一样建功成才，一样地成为“四有’’新人。1这不仅是妇女同

志的事情，而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毖然要求。我们应当有更

、 多的女企业家，女科学家、女艺术家，以及各个领域中的女 ．

专家。金社会备级党政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们郁厘 ．

充分地认识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为妇女的成才与发展尽可

能地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0广大妇女也要继续克服自卑依赖j
，

心理，通过自己的努力，开拓妇女解放的新天地。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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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祝贺《郑州妇女志》的诞生，也期待着我市广大‘ ，

妇女以实际行动来为它写出更新更美的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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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旧社会妇女状况⋯⋯⋯⋯··：⋯⋯⋯⋯⋯⋯(1)
． 一、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和摧残⋯⋯⋯”·(1)

· 二．妓女的血泪．．．·?⋯⋯⋯⋯⋯⋯⋯⋯⋯⋯⋯⋯·(3)

三，女工的悲惨处境⋯⋯⋯一⋯⋯⋯·：⋯⋯⋯⋯：(4)
‘

‘四，各界妇女状况_⋯⋯⋯⋯⋯⋯⋯⋯⋯⋯⋯⋯(6)

’五、妇女受教育及参政就业情况⋯⋯⋯．．．⋯⋯⋯(7)

．第二节解放后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提高⋯⋯⋯⋯⋯(7)

．，，· 一，妇女有参政议政的权利⋯·：⋯，⋯⋯⋯⋯⋯⋯(8)

二，妇女有就业的权利⋯⋯⋯⋯⋯⋯⋯⋯一⋯⋯(8)

．三，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鼋)
‘’四，妇女卫生保健、劳保福利事业⋯⋯·¨⋯⋯⋯(9)

： 五，妇女有婚姻自主的权利⋯⋯⋯⋯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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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新民主主义时期郑州妇女运动的兴起和

·．，． 发展⋯⋯⋯⋯⋯⋯·：⋯⋯·-一⋯⋯⋯⋯⋯··(Ii)

·：郑州女工运动的启蒙⋯⋯⋯⋯⋯⋯⋯j⋯⋯··(Ii)
。

二，女工斗争··：·：⋯⋯⋯‘⋯⋯⋯：⋯⋯⋯：．．．．．．⋯”．(14)

． 。·三、早期女子教育及女学生的革命活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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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放足运动⋯·‘⋯⋯⋯⋯⋯⋯⋯⋯⋯⋯⋯⋯⋯．．(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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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一⋯⋯⋯⋯⋯⋯．．：(23)
六、妇女的生产支前运动⋯⋯⋯⋯⋯⋯⋯⋯⋯．．．(27)

‘

第二节新中国建立后的妇女运动⋯⋯⋯⋯．．．．．．⋯．(29) ～
． 一，妇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29)。

’‘二，民主改革时期的妇女运动⋯_⋯⋯⋯⋯⋯⋯(32) ．

三，五十年代初期的贯彻《婚姻法》运动?k⋯··(35) ，

’

四，妇女的识字扫盲运动⋯⋯⋯⋯⋯·：⋯⋯⋯⋯：(40)
． 五，贯彻“两勤”妇女工作方针．．-⋯．．．．⋯⋯1．．⋯(41)．

第三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妇女运动⋯．(44)
‘

：

一，提高妇女素质⋯⋯⋯⋯⋯⋯⋯?·：⋯⋯⋯⋯一(44)．

． 二，发展家务劳动服务事业⋯·：⋯⋯⋯⋯⋯⋯-．．·“7)
。

三，妇女参加经济体制改革⋯：．．．⋯．·：⋯⋯⋯·．：··(4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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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郑州解放以前的妇女组织⋯⋯⋯⋯·．』．⋯·．(53)
‘

7

一，早期妇女组织⋯⋯⋯⋯⋯⋯⋯⋯··j⋯．-．⋯⋯(53)

二，郑县妇女会⋯⋯⋯⋯_⋯⋯⋯⋯_⋯⋯“⋯·(53)t ，广

一’J ，三，抗战时期的妇女组织⋯”⋯⋯⋯⋯⋯⋯⋯⋯·(54)
。

1第二节郑州市妇女联合会⋯⋯⋯⋯⋯⋯⋯o⋯⋯一(55)
， 一，郑州市妇女联合会的性质和任务⋯．．．⋯⋯⋯(55)

’

=．郑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筹备和建立·．：．．．⋯(55)

三，郑州市妇女联合会组织沿革及名称演变“⋯．(56)

四、历届妇女代表大会⋯⋯：⋯；!⋯⋯⋯⋯⋯_⋯(57)。

．五．历届机构设置⋯⋯⋯⋯⋯⋯⋯⋯⋯⋯⋯⋯⋯(62)

六，历届正副主任的任免⋯⋯⋯⋯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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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区县，乡妇联会及基层妇女组织⋯⋯⋯⋯(67) t‘．

-- 一．区，县妇女联合会⋯⋯⋯⋯．．．⋯⋯⋯⋯⋯⋯(67)
“

?

二，乡(镇)妇联会和街道办事处妇女组织⋯⋯(6趴． 。+

矿， 4三．基层妇代会⋯⋯⋯⋯⋯⋯⋯⋯⋯⋯⋯⋯⋯⋯(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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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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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八”红旗竞赛⋯⋯⋯··’一⋯⋯：··?⋯。(71)，‘|-‘。

第二节 “五好”家庭活动··⋯⋯⋯⋯⋯·：⋯⋯．．-··(74)’
’

第三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_⋯_··?·一··(80) 一，

。一．解放初期反对歧视，虐待妇女儿童⋯⋯⋯⋯(80)
’

二：封闭妓院，改造妓女⋯⋯．．⋯⋯⋯⋯⋯⋯⋯·(82)。 ．。‘

· 三．信访工作j⋯⋯·j⋯⋯⋯⋯⋯⋯j⋯⋯⋯⋯⋯一(84)。 ．+’

‘

卜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8” ，

。

五，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制宣传月活动j⋯··(88)，。

第四节托幼事业⋯⋯⋯⋯⋯⋯⋯⋯⋯⋯⋯⋯⋯⋯(89)． ·

‘

”
一：托幼领导机构⋯⋯．．．⋯⋯一⋯⋯⋯⋯⋯··：⋯(89)“ --。

． 二，托幼事业的发展⋯⋯⋯⋯⋯一o⋯⋯⋯⋯⋯(91)，· 。．

．，， ’第五节儿童少年工例⋯⋯卜⋯⋯⋯··?⋯⋯⋯⋯：’”(96)，：。
一，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及其工作·：⋯⋯⋯·、(9¨ 、-。o

二，家庭教育研究委员会及其工作⋯⋯⋯⋯⋯⋯．(9” ，+一‘tj

三，儿童少年基金委员会⋯⋯j⋯⋯⋯⋯⋯⋯⋯··(101)’ -

。 第六节福利事业⋯⋯⋯⋯二O CB O J O O．O,Bi：⋯⋯⋯⋯⋯”(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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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介绍所⋯．．．．⋯⋯一⋯⋯“⋯⋯-o⋯⋯”(11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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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和摧残 !‘‘’t“ ：i -’

’
‘ ’ ’’

’ }‘
’ ++? ‘-

解放以前，郑州妇女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统治下，生 ·

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毫无地位可言。’在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

会，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不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家庭， ．7．

都只不过是奴隶，’玩物和繁衍后代的王具而已。政权、族权、．，．

神权，夫权象四条巨大的绳索，牢牢地束缚着妇女的思想和．。

行动，她们不仅终生被禁锢在家庭里，还必须恪守“三纲五 ·‘

． 常”、 。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生，杀，打、罚，买，卖，
+

· 一切由男人说了算。 ‘’．。、’。 ⋯‘’+ ．．：’
。

·． 奴仆婢妾在贫穷人家里，为了维持生活，’．一些妇女只‘|．
’

好到富人家做女仆女佣，给人洗衣，做饭、哄孩子．做活；：。 。、

。 或者当奶妈。这些妇女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还常．．’ ；．

常受到打骂责罚。她们的工钱极为低廉，甚至仅给一口饭吃∥‘

不给工钱，有的还要遭受男主人的侮辱欺凌。而那些被卖给

人家做丫环婢女的穷苦女孩子，处境则更为可怜。这些女孩‘。

子一般在十岁左右，一经卖契签定，就成了买主的人，生杀、 一．．

打罚，买卖全凭主家一句话，1生身父母无权过问。做牛做马，．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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