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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妇女志》记述了1948年至1987年的辽北广大妇

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妇女

观的指导下．遵循党的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围绕党在各

食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争取自

身解放而奋斗所走过的四十年的光辉历程。是总结过去，展

望未来，启迪后人的一部史志。

本志按照尊重历史的原则，采用依时纪事的体裁，按原

始史料叙事，不加评论，如实、客观地反映广大妇女在生产、

劳动、工作和一切活动中的历史本来面貌。

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几十年来的大量档案及有关资料，

并走访了历次活动中的重要人物和历史见证人，得到了铁岭

市档案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等有关

部门的支持，如期完成了《铁岭妇女志》的编写任务，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有限和编写水平不高，错误、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指正。



序 言

中共铁岭市委副书记李宝忠

铁岭市妇女联合会编写的《铁岭妇女志》(1948—1987)

在国庆47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出版了，这是

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辽

北地区广大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所走过的40年的光辉历程，

容含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妇女运动发展的概况，真实地再现

了当年巾帼女杰的创业风采，认真地总结了辽北地区40年妇

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地反映了辽北地区广大妇女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重

点收录了12名有代表性的妇女人物，内容比较丰富，很有价

值。

马克思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辽北

地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辽北地区广大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充

分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解放

妇女这一真理。同时表明了妇女解放运动是整个革命运动的

一部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而前进的；妇女群众是

一支克敌制胜、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力量，是争取妇女自身

解放的伟大革命战士。

40年来?辽北地区广大妇女在探索中前进，在开拓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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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铁岭妇女志》如实地记载了辽北地区妇运史，可以说是

铁岭市妇联奉献给全市各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份厚

礼。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辽北地区的妇女运动，

对于研究妇女群众工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探索新时期妇

女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和作风，对于社会各界认识、了解辽

北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都将大有裨益。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交替的伟大时代，新的历史

时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全市广大妇女要抓

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以“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以广阔的胸怀、聪明的才智、勤

劳的双手，在改革和建设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在社会发展中

求得妇女的进一步解放。

在《铁岭妇女志》出版之际，编者约我为之写几句话，故

述于此，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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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发挥

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第一节土地革命和农业

合作化中农村妇女的崛起

铁岭市座落在松辽平原中部的辽河岸畔，是全国著名的

商品粮基地和农源基地，土地总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为294．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207．5万人，占全市

人口总数的70．6％。在这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有广大劳动妇

女143．3万人，这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8年她们冲破封建传统观

念，走出家门，积极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在

夺取人民政权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傲出了贡献，同时也争得了

妇女自身的解放。她们不仅和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参加农

民会，还参加了妇女会，上了识字班，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都翻身得解放，改变了过去那种“女人不算人”、“吃

饭靠男人”的人身依附状态，和男人～样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如西丰县老区1948年有4119个自然屯建立了妇女会，委员

1200名，到1949年全县都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全县有近

千名妇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城乡有近万名妇女加入了共青

团组织。有的妇女还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她们在各项工作

中，都是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各地区土地改革结束后，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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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1950年各县区都纷纷组织起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互

助组，广大妇女也积极参加。昌图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发动

妇女参加全县开展的“千村万组”合作运动，组织妇女学习

互助组的经验，提高她们对互助合作的认识。据全县统计，人

合作社的女社员达2279人，其中任合作社主任的有3人．任

副主任的有9人，她们还积极发动妇女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

心的增产保收运动，为夺取农业大丰收做出了一定贡献。西

丰县妇女参加生产互助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妇女单独组织

的生产开荒互助组；二是参加家庭互助组，即男女老少齐参

加的混合组；三是季节性的换工组。由于妇女参加生产的形

式多种多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全

县有36，000多名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

136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112名女社长，涌现出510多

名优秀女社员，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铁岭县、开原县妇联，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互助合作

高潮中，还注意为妇女解决两个特殊问题：一是劳动报酬问

题，即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二是看家带孩子问题，使妇女参

加生产的越来越多。铁岭县和平乡和平社，共有452户，2072

口人，其中男劳力333人，女劳力323入，有土地457．5垧，

生产队11个。开始，妇女参加合作化生产的人数不多，后经

工作组和妇女委员会进行全面发动，并开展勤俭持家教育和

解决特殊问题，提高了广大妇女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投身

农业合作生产的人数越来越多，积极性越来越高。她们说：

“咱们过去受剥削，干了一年，打下的粮食都给地主老财交地

租了，今天是给我们自己干!”据统计，全社共有188名妇女

一年出勤60一300天，其中利手利脚的妇女一年出勤2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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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天；两个孩子的妇女一年出勤90～150天；三个孩子的妇

女一年出勤60--90天。到了秋天，男女社员、全家老少，喜

迎解放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他们说：“翻身感谢共产党，吃水

不忘扣‘井人。”

第二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中
广大妇女的支前抗战活动

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不会改变，侵华野心不死，1950年

6月，在朝鲜挑起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lo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区各级妇女

组织．号召全区妇女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q一争。全区妇女

积极行动起来，同全区人民一道，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爱国运动中。

运动初期，也有少数妇女存在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如

有的妇女认为美国强大，有原子弹，中国出兵会引火烧身；也

有的妇女认为女的不能上前线，抗美援朝与自己无关。为了

提高妇女群众对抗美援朝斗争的认识，激发广大妇女的爱国

热情，各级妇女组织立即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如女劳模

座谈会，女二}二部座谈会，女学生、女教师座谈会，街道妇女

座谈会，工商、宗教界妇女座谈会等等。纷纷控诉美帝侵略

朝鲜与我国台湾的罪行．揭露美帝国主义单独对日媾和与重

新武装日本的阴谋，座谈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日益强大和美

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广大妇女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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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在此基础上，一些地方开展了控诉运动，控诉日本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滔天罪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敲诈勒索·调

戏妇女等暴行⋯⋯。这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妇女的政治

热情，充分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有的妇女动

员自己的丈夫带头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有的妇女动

员丈夫、儿子、父兄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工作队；还有的拿慰

问金、慰问品，写慰问信；有的妇女把平时积蓄下来的钱全

部拿出来；有的还送来了大量的日记本、信纸、信封、针线

包、肥皂、牙膏、毛巾、香烟等物品。

西丰县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在扩军和支前工作中，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各地涌现出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参军的

先进事迹。如房木公社徐淑艳不但动员自己村的人去参军，而

且还动员自己的未婚夫参军，为全县妇女树立了光辉榜样。在

支前工作中，全县给驻军做被3163床．缝米袋1600个，做

鞋2940双，做衣服4869件，缝补床袋2350条，补袜子2952

双，洗衣服4127件。其中太平村妇女会57名妇女给军烈属

割谷子2l亩，铲地157亩，割地37亩。有驻军的各村屯，妇

女会都主动帮助军队缝洗衣服。十区更刻村王老太太不仅给

军队做了40双鞋，还不分昼夜的给抬担架的民工赶做棉衣、

手套、备干粮等。平岗村文艺屯周淑珍，积极动员自己的丈

夫参军，在她的带动下，又有5人积极报名一起参军，仅几

天的功夫，全村就有40多人参军入伍，同时．组织妇女晾晒

干菜1 74，900多斤。康平县妇联发动各村妇女，为志愿军做

军鞋lO，160多双。象这样的事例很多，这充分说明了广大

妇女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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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农村土地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施，广大妇女空前活跃

1980年，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提出了实施农业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英明决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实施，责任

田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村妇女

和男人一道，顶烈日，冒严寒，在庭院经济、大棚生产、饲

养业等各项专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成为主力军。1983年在全

地区83，000多个各种类型的专业户中，以妇女为主的专业

户就占一半以上。有的妇女还承包了种子田和防护林带，昌

图县大四乡红石村二队李亚平、李海平姐妹俩，承包了本村

150亩种子田，从春耕、夏锄、追肥、去雄等环节都按科学方

法进行，在姐妹俩的精心管理下，试验的复单二玉米获得空

前大丰收，收获六万多斤，其它粮食三万多斤，比大帮哄时

产量增加了五倍多，年收入四万多元。‘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深入贯彻落实，广大农

村妇女对学科学、学文化、学技术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各

级妇女组织的带领下，农村广大妇女掀起学科学、学文化、学

技术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科学试验小组、农民夜校。不少妇

女组织还配合有关部门，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班，一

些中青年妇女还参加了中央农业函授大学的学习，1985年全

地区就有2000多人参加学习，有些原来识字不多的妇女摘掉

了文盲、半文盲的帽子，初步掌握了一些农业生产和家庭饲

养业方面的科学知识，有的成为农业技术员、蚕业技术员、气

象员、拖拉机驾驶员、植保员、化验员、虫情测报员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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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产的行家里手。许多以饲养为主的专业户，认真学习

技术，改变了以往的落后饲养方法，讲究科学饲养，取得了

可喜的效益。妇女们运用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农业生产、

家庭副业以及林、牧、渔各业中施展才能，涌现了许多学科

学、学文化的先进集体和科学致富的好典型。开原县妇联根

据全县妇女的实际，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组织妇女学文

化、学科学、学技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与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采取各种切实有力的措施，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妇

女学科学、学文化、学技术，使广大妇女掌握了致富本领，扩

大了生产门路，妇女素质不断提高。业民乡五寨子村妇女关

丽田，认真钻研养鸡技术，靠科学养鸡发家致富，成为远近

闻名的养鸡专业户。她还主动向周围群众传授科学养鸡技术，

帮助群众发展养鸡事业，被群众誉为养鸡的“土专家”，当上

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

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促进了妇女的进一步解放，

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中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了明

显的提高。

第四节在城市企业改革中的女职工

在城市改革竞争的大环境中，为了使广大妇女增强竞争

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提高自身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做出新的贡献。市妇联于1984年7月10日深入几个情况特

殊的工厂，对在企业改革中女职工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进行

了调查研究。现将调查情况，分别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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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地区色织厂，有职工2800人，其中女职工有1625

人，占职工总数的58％。该厂于1984年1月3日开始试行新

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后实行层层承包制，厂内出现了“夫

妻队”、“兄弟队”、“兄妹队”等96个承包队，人员由1524人

减至1393人。被减下的人员实行富余人员预备队制，在131

人的预备队中，有女职工36人，这36名富余女工大致有四

种情况：第一种是年龄大，文化素质低。虽然她们工作脚踏

实地，积极肯干，但由于多是辅助工种，技术性差。承包后，

许多承包队打破了工种界限，辅助工作由自己去做。第二种

是身体有病，不能坚持上班的同志。第三种是哺乳期和怀孕

期的同志。第四种是平时工作劳动表现较差的同志。对这些

同志，厂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铁岭地区光学仪器厂和化工机械厂对孩子小的女职工实

行放长假．并对人托办法进行了改革。

光学仪器厂，从1984年6月20日开始执行铁地光学

[】984]7号文件，文件规定小孩年龄在四周岁以下的女职工．

可由个人申请，厂方批准，回家抚育孩子(科技人员另定)。

厂里将原托儿所改为幼儿园，收四岁以上的儿童入园，将原

小班托儿所的房子改建为厂职工教育中心。该厂现有四岁以

下孩子妈妈50人左右，她们回家后，工资由厂方按月百分之

百开支，但不享受奖金、劳动保护、通勤费待遇。凡回家的

女职工，因工厂生产工作需要回厂的，必须按工厂指定的日

期回厂，否则停发其基本工资及其它补贴，如有不服从者，予

以开除厂籍处分。厂方这一决定，绝大多数小孩在四岁以下

的女职工表示拥护。只是极少数科室入员有点想法，认为自

己的工作岗位可心，恐怕休长假后，不能回原岗位工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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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想法是，大家认为厂里现在的规定没损害女职工的利

益，唯恐一换厂长政策就变。

铁岭化工机械厂，因小厂和大厂合并，造成托儿所拥挤。

加之，厂内生产任务少，人员多，一部分工人上班没活干。从

1984年7月1日开始给二周岁以下的孩子妈妈放长假，工资

开百分之六十。现在回家的女职工有30人左右，其中有些女

工为了上班，把孩子送到厂外托儿所，厂方不予报销托费，对

此，部分女工有想法。

铁岭水泥纸袋厂，该厂共有职工约1800人，女职工占一

半，在生产中女职工占重要位置。在改革中，由于实行承包，

减下一部分工人，但女工占少数，约占百分之十至二十。被

精减的女工，一般多是不安心本职工作，平时工作表现较差

的同志。

通过改革，打破了“大锅饭”，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干

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病，凋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

了经济效益。如水泥纸袋厂原包装车间有工人108人，女工

占百分之七十，原来包装车间工人只管包装，然后另由部分

工人负责人库。改革后，工作量不变，包装车间主动承担了

入库任务。工厂将原来人库工人的工资、奖金加给包装车间，

这样包装车间的工人多劳多得，同时节省一批工人可以完成

其它工作任务。由于纸袋厂产品质量好，销路广，生产形势

好，所以经济效益显著，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劳保条件也

随之得到不断改善。新建了女工倒班休息室、女工卫生冲洗

室，又新建一处托儿所，解除了女工后顾之忧。她们精神振

奋，思想解放，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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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积极拥护、宣传贯彻

新《婚姻法》，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1981年中央颁布新婚姻法后，地区妇联会同地委宣传

部、法院、司法局、民政局、文化局、广播局、计划生育办、

工会等十个单位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

传月活动的联合通知，通知要求采取各种宣传形式，集中进

行一次广泛深入地、生动活泼地宣传活动，各部门要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结合本部门的特点，做出具体安排。

为了把学习宣传新《婚姻法》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地区妇联深人到开原威远公社抓点，和公社党委一起研究如

何开展好学习宣传新《婚姻法》活动．建议公社成立宣传组，

由主管书记挂帅．妇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宣传活动领

导小组，制定了宣传活动方案。然后县、社妇联同志一起深

入到该社二道大队蹲点，边开展宣传活动，边深人实际调查．

使二道大队在开展宣传上先走一步，以指导面上的工作。他

们还培训了宣传骨干，培训的主要对象是党支部宣传委员、大

队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和部分有宣传能力的骨干，共四十

余人。骨干学习班为在全社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在组织群众学习宣传和座谈讨论的同时，还凋查了

解婚姻家庭方面的典型，对那些反对包办、坚持婚姻自主，尊

公爱婆的和睦家庭，教育子女有方的好妈妈等先进典型，进

行了广泛地宣传；对违背婚姻法问题，如父母包办婚事、老

人吃派饭等问题．都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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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受到了当地男女老少的热情欢迎。

为了在全地区掀起学习宣传新《婚姻法》的高潮．使广

大干部群众真正做到知法、懂法、执法、守法，地区妇联于

十一月中旬举办了宣传新《婚姻法》骨干学习班，时间为一

周。参加人员有部分县、社、大队妇女组织的领导和工作人

员二十余人，学习班聘请地委宣传部、地区妇联、司法局和

法院的有关负责同志讲课。通过学习大家对宣传瓶《婚姻

法》的意义有了进一步认识，深刻理解到新《婚姻法》与妇

女儿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从而增强了责任感。参加学习班

的同志们，加深了对新《婚姻法》的全面理勰，并解决了一

些疑难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进一步活跃了思想，坚定了

搞好宣传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为了把这次宣传活动善始善终、

扎扎实实地开展好，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凤岐同志亲自到

学习班代表地委作了重要讲话，并把十一月份定为全地区宣

传新《婚姻法》活动月，指出这项活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

部门通力合作，特别强湄了搞好这次宣传活动的重大意义。地

区妇联骨干培训班之后，各县、区也都举办了骨干培训班，从

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地区宣传月活动的深人开展。

在组织宣传活动中，各级妇联组织既傲到了积极宣传又

注意解决实际问题。特别对比较复杂又有代表性的问题，依

靠群众给予了及时处理，以分清是非，端正人们的认识。同

时及时发现并宣传好的典型，以树正压邪、倡导社会主义新

风尚，使新《婚姻法》的宣传和实施步步深入，坚持经常。如

开原威远公社双城大队，有一名随家下放的女青年贾××。其

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她父亲为了在农村求安生，便将

十七岁的女儿贾××强行许配给一个队干部的“虎”儿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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