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3442

n一

＆氓一蛰Y工f汀二f引划iI_【1军一一k1—丑叫q要、j、f●i_．I刚l纠爿rTl，J1qq才¨司一一jT_习州_二q倒㈡H旧一习恒一



江都妇女志

江都市妇女联合会



封面照片为市、乡【镇、场)现职妇联干部：

第1排 夏桂华 谈丽华 董梅玲 刘飒玉 张月萍 华淑兰

第2排 韩雪琴 高玉兰 田丽珊 吉国玉 尤晓冬 刘伏明．

第3排 王春萍 景桂香

第4排 郑兰珍 刘如根

第5排 刘继云 李阿娣 沈 潜 肖卫银 彭 萍 张 静

第6排 李文妹 张华玲 王来红 张海珍 蒋敏莉 邱锦屏

第7排 章桂琴 刘学美 刘玉兰 尹莉萍．张晓妹 戴桂琴

第8排 孙邦荣 王素芹 陈改珍 郭宪婴 吉银珍 孙桃如

第9排 王年香 何玉琴 施 琴 张 桂 闰雪飞 祝国华

王菊珍

江都妇女志

江都市妇女联合会出版发行

扬州华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X 1092毫米1／16印张：8．75彩插：16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字数：148千字

印数：1一1000

准印号：苏扬出准字(99)第040号

工本费：45．00元



封面照片为市、乡【镇、场)现职妇联干部：

第1排 夏桂华 谈丽华 董梅玲 刘飒玉 张月萍 华淑兰

第2排 韩雪琴 高玉兰 田丽珊 吉国玉 尤晓冬 刘伏明．

第3排 王春萍 景桂香

第4排 郑兰珍 刘如根

第5排 刘继云 李阿娣 沈 潜 肖卫银 彭 萍 张 静

第6排 李文妹 张华玲 王来红 张海珍 蒋敏莉 邱锦屏

第7排 章桂琴 刘学美 刘玉兰 尹莉萍．张晓妹 戴桂琴

第8排 孙邦荣 王素芹 陈改珍 郭宪婴 吉银珍 孙桃如

第9排 王年香 何玉琴 施 琴 张 桂 闰雪飞 祝国华

王菊珍

江都妇女志

江都市妇女联合会出版发行

扬州华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X 1092毫米1／16印张：8．75彩插：16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字数：148千字

印数：1一1000

准印号：苏扬出准字(99)第040号

工本费：45．00元



序

《江都妇女志》是江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江都妇女活动的专业志，

在中共江都市委的关怀和江都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编

纂人员五个寒暑、数易其稿的辛勤工作，现在终于编纂成书，向国庆五

十周年献礼，这是值得庆贺的o

江都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江苏省中部，这里土壤肥沃，河渠纵横，物

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据史料记载，从西汉景帝时建县以来，迄

今已有2140多年。勤劳智慧的江都妇女，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片沃

‘土，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o

《江都妇女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本着

详今略古，统合古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了1912年(民国元年)至

1994年(江都撤县建市)共82年间江都妇女活动的概况，这使我们能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o

江苏省原省长、全国妇联副主席顾秀莲为《江都妇女志》题写了书

名，江苏省副省长张连珍为本志题词，这不仅是对修志工作的重视，也

是对江都妇女的关怀。

我们将和江都广大妇女一起，认真阅读本志，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

的光荣传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金光大道上，为谱写江都更新更美的篇章，向21世纪奋勇前进!

江都市妇女联合会笺妻霉 姜鬟蓑
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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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江都妇女志》是一部记述江都妇女活动和工作的专业志，上限

起自民国建立(1912年1月)，下限断至江都撤县设市前(1994年6月

底)o大事记延至1998年底。

二、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详今略

古的原则，所记内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纲目按章、节、目编排；横排门类，纵述历史，并采用语体文

记述。

四、江都的行政区划，历史上屡有变易，本志原则上以江都现辖范

围记事。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个别内容涉及到原属江都、今属

广陵区及邗江县的范围。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表、录等体裁。

六、本志收录“干部名单”及“任职时间”，根据《中国共产党江苏省

江都县组织史资料》；人名用当时所用姓名，第一次出现时以括号加注

原名或又名o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仅在需要括注民

国纪年或帝王年号时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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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述

江都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江苏省中部，东邻泰兴、泰县，南与丹徒、扬中隔江相

对，西和邗江县一水相隔，北连高邮、兴化，扬泰公路横穿境内，京杭大运河纵贯西

部，通扬运河将全境分为南北两地区。中共江都县委员会、江都县人民政府设于

江都镇(原称仙女庙)，1994年江都撤县设市时，全县面积1332．54平方公里，人口

1068066人。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1911～1919年)前后，全国各地妇女运动蓬勃发展，

江都县城扬州妇女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不少先进妇女纷纷投入反缠

足、办女学、反帝制、禁151货的爱国革命洪流。当时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有郭坚

忍、陆素贞等，成为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

1925年(民国14年)5月，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恽代英来到江

都县城扬州演讲，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五师”、“八中”的女学生听了演

讲，深受教育，后来不少女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华。12月，扬州、仙女庙相继沦

陷，广大妇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抵抗日军的侵略”号召下，1938

年2月，爱国女青年吴慧英、吴文英及男青年胡春华等8人，在县城扬州发动成立

江都民众抗日同盟(简称“民抗”)，团结城市和乡村一部分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

和进步工人，开展抗日斗争活动，后与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组织扩大，总部迁至

宜陵，下设很多分支机构，在县城还建立扬州地下工作委员会，党组织派女共产党

员杨祖彤负责。1938年6月，蔡公杰等爱国青年在郭村一带发动进步的男女青年

组建青年抗日救亡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秋，新四军所属挺进纵队(以下简称“挺纵”)从江南陆续来到江都河南

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挺纵”三支队政治处主任惠浴宇来江都后奉命组建中共

党组织。

1939年2月，建立中共江都县工作委员会。9月撤销，成立中共江都县委员

会，同时建立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妇女部，高敏(又名高桂荣)为第一任妇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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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她深入到妇女中间，宣传抗日，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在大桥等地建立了首

批乡镇妇抗会组织。妇女们开始把家庭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走出家庭，

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党员训练班、妇女读书会、政治训练班学习，提高了觉悟，增长

了才干，谢慈、严洛平、王玉、王敏颐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郭村保卫战发生前夕，女共产党员郑少仪得到国民党鲁苏皖游

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纠合部队准备进攻郭村的消息，连夜从泰州步行到郭村

送情报，为“挺纵”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做好痛击敌人的有关准备。郭村保卫

战期间，郭村妇女组织起来，全力支援前线。

7月，郭村保卫战胜利后，在塘头成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不久，新四军主

力和江都县党政干部大部东进，留下20多个干部和20多个伤病员在河南地区坚

持斗争，其中有王玉、李勇、严洛平、郑少仪等妇女干部。通扬运河以南、以北(简

称“河南”、“河北”)地区的妇女在支持革命、掩护干部、照料伤病员、配合锄奸队开

展锄奸活动、缴纳抗日救国公粮、支援前线部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1年6月，东进的惠浴宇等一批干部随新四军一部奉命重返江都，成立江

(ag)高(邮)中心县委和江高行署，与江都县委、县政府合并行动，发展武装力量，

开展武装斗争，逐步打开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2年2月，中共江高中心县委、江高行署为进一步向高邮、宝应地区发展，

与中共江都县委、县政府分开活动。江都广大妇女在动员参军、实行新乡制、开展

大生产、“二五”减租、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等一系列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有

“革命的妈妈”之称的谢慈为了抗El事业，最后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1946年8月23～26日，国民党军队进犯邵伯，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苏中第

二军分区四、五团奋起反击，取得苏中“七战七捷”第六战——邵伯保卫战的胜利，

给敌人以重刨。在邵伯保卫战中，邵伯市女市长杨祖彤怀孕在身，仍身先士卒，宣

传、发动、组织群众，奋力支前，4个昼夜未合眼。

同年10月，国民党大军压境，为避敌锋芒，中共江都县委及县区政府机关除

留少数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其余人员转入外线作战。1949年1月23日仙女

庙解放，4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在县境三江营的最

后一个据点，江都全境解放。

在恢复江都失地的斗争中，江都许多普普通通的妇女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们

舍小家鼓励亲人赴前线，英勇杀敌；面对张牙舞爪的敌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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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虎穴，大智大勇，获取情报；冒着满门遭殃的危险，千方百计掩护革命人士脱险；

第二军分区文艺宣传干事、宜陵镇人士许志娴和华阳乡妇联主任朱莲子、抗日战

争期间任过高汉乡妇抗会主任的张大娥等优秀的女英雄血洒沙场和刑场，她们的

英名彪炳史册。

江都解放后，1949年4月，江都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0年10月，江都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

1951年4月5日，选举产生江都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首届执行委员会(至江都

撤县设市为止，先后召开八次妇代大会)。县民主妇联成立后，围绕党的中心工

作，积极引导和组织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农

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运动o

1953年4月23日，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今后全国妇女运动任

务的决议》，指出：“在此期间，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教育、发动广大妇女群

众参加并搞好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各方面的建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4年，沿江七个区妇女积极投入防汛排涝工作，上堤民工中的妇女占

60％。

1958年1月，江都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更名为江都县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县

妇联)。

1959年8月，县妇联教育和发动广大妇女在全县工农业生产中开展劳动竞赛

和评选红色巧姑娘活动，同时注意保护妇女劳动力。

1963年冬，县妇联根据党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组织发动广大妇女投入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妇联和各公社、镇、场、园妇联，先后停止

活动。

1968年8月，江都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会”)成立，妇女工作由县革会政

工组统管。

1973年3月，县革会政工组调配人员，负责县妇联的整建工作。同年8月底，

全县有49个公社、镇、场、园妇联，869个妇代会，5599个妇代小组。

1976年9月，全县妇女沉痛悼念毛泽东同志逝世。同年11月，全县妇女愤怒

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

1977年春，县妇联组织种植棉花的公社妇女开展“三八”银花赛，同年秋，又组

织开展金花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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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县妇联在宗村公社西贾大队开展了“五好”家庭活动的试点工

作。翌年，在全县推开。

1981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对妇联工作的重点作了重要指示：全国妇联应

把抚育、培养、教育3亿以上的儿童少年，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5月25日，“江都

县儿童少年工作委员会”成立。县妇联抓了幼教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培训幼儿教师，建立区、乡(镇)中心幼儿园和村幼儿班，配备幼教辅导员，创办了

“江都县儿童乐园”，成立“江都县家庭教育研究会”，在有条件的学校和幼儿园创

办了“家长学校”。

1983年，中办发14号文件《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明确要

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1984年1月，全县开展“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月”活动。

1985年5月4日，县妇联法律顾问室正式成立。

1987年初，为贯彻落实省、市等有关部门《关于在妇女中开展“一教四普及”活

动的联合通知》精神，江都县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开展活动。

1989年7月，县妇联组织和发动全县农村妇女广泛开展“双学双比”竞赛活

动，举办水稻技术培训班，请农业专家讲课；发动各级妇联抓科技示范户、专业户、

贫困户的联系工作；组织广大妇女开展多领域的各种竞赛活动；并召开两次现场

经验交流会，两次总结表彰会。县妇联连续三年被省评为“双学双比”先进集体。

为积极响应全国、省、市有关部门关于在城镇妇女中开展做“四有”(有理想、

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四自”(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女性，为“八五”计划建

功立业(简称“巾帼建功”)活动的联合通知精神，县妇联牵头，联合14个部门共同

发起在全县城镇各条战线妇女中，开展“巾帼建功、巧手奉献”活动。全县各级妇

联在城镇各界妇女中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县成立“巾帼建功”竞赛活动领导小

组；县妇联举办“巾帼建功”演讲会，现场交流会和总结表彰大会。还陆续兴办经

济实体“木兰公司”、“豪士工程技术服务公司”，与建设银行江都分行先后在农村

开展“双勤杯”储蓄活动，在城镇女职工中开展“巾帼杯”储蓄活动。

1994年，全县各级妇联把迎“九五”世界妇女大会摆上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全

面行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迎“九五”宣传活动。

1994年7月1日，江都县撤县设市，江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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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12年(民国元年)

郭坚忍将自筹经费创办的扬州幼儿学堂扩为扬州私立女子公学，校址从弥勒

庵桥迁于广储门街花园。
‘

同年，郭坚忍创立“武昌女子不缠足会扬州支会”，自任会长。

1 913年(民国2年)

郭坚忍接受黄兴密令，赴北方策动军队，讨伐袁世凯。

191 5年(民国4年)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公愤，郭坚忍

率扬州男女学生上街游行。
。●

1 91 9年(民国8年)

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扬州学界纷纷响应，集会抗议军阀政府镇压

学生爱国运动。

5月18日，扬州女界陆素珍发起组织“救国演讲团”。

6月19日，扬州女子公学全体学生，邀请女界及教育界人士在广储门本校召

开妇女通俗宣讲大会，男女来宾300余人，本校学生陈慧侬、郭京娥、陈敏等演讲

“国与民的关系”，校长郭坚忍演讲“提倡国货、妇女尤宜同心”，并将本校学生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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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帕示众，以表示抵制El货。

7月7日，扬州女子公学校长郭坚忍，率领学生、子女化妆演剧宣传，以所得票

款，充当学生联合会经费。

1925年(民国14年)

5月，中共党员、共青团中央委员恽代英到县城扬州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点

燃革命火种。

6月4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扬州男女10校学生，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并

举行大游行，高呼口号，商、农、教育各团体亦加入游行队伍，以声援上海工人。
’

6月，扬州学界，纷纷罢课、集会、演讲、募捐，并成立“外交后援会”，创办《卧薪

尝胆》周刊，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6月30日，扬州各界男女1万余人举行大游行，并停止工作一日，男女学生臂

缠黑纱，商界及其他团体，均手持白旗，军警均倒枪致哀，沿途高呼：“收回租界，坚

持到底”等口号，下午集于公园，为沪汉粤死难烈士开追悼会。

8月11日，就读于南京第一女子师范的江都学生符国贤，在“五卅”惨案发生

后，因不满政府的耻辱外交，愤世自尽。江都县旅宁同学会在扬州北河下莲慈寺

开会追悼。

1927年(民国16年)

3月，北伐军至扬州，旋即成立国民党江都县党部，胡佩珠(又名胡耐秋)为妇

女部长。

1 929年(民国18年)
，

11月18日，江都学校男女教职员工，为索取10月份欠款，向教育局、县政府

请愿，各校罢课。经调停，当局允许本月25日发半个月欠款，其余不超过12月20

It，教职员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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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民国20年)

11月19日，江都县学生抗Et救国会，在省立扬州中学召开抗日大会，省扬中

等六校2000余名男女学生参加。会毕进行游行示威，到民众抗日救国会请愿，并

警告奸商：20 13各商店要自动封存日货，若被查出将由群众处理。

1932年(民国21年)

2月22日，江都500余名男女中学生，分队出发劝募现金及军用品寄沪，交前

方将士应用。学生本人亦各出半元，购了1000条麻袋支援前方。 ．

1933年(民国22年)

扬州进步青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设有宣传队、歌咏队、募捐队、救护慰问

队，还办了无线电训练班。

1934年(民国23年)

年初，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出版《闲话扬州》小册子，书中有侮辱

扬州妇女和苏北籍人的内容，郭坚忍召开妇女会，通知苏北七县妇女代表来扬，并

请各界共同批判此书，同时商讨对策，向镇江地方法院提出诉讼，郭坚忍被推选为

妇女界总代表，率代表出庭。全国各大报纸均有连篇通讯，记载始末，结果，省政

府给予易君左撤职处分，小册子全部销毁，并登报道歉。

1935年(民国24年)

12月，扬州妇女协会致电全国，呼吁营救于11月在天津刺死军阀孙传芳后遭

拘捕的施剑翘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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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民国26年)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

胞和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江都人民

在党的号召下奋起抗Et。

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妇女工作大纲》，确定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任务、

路线、纲领和策略。

秋，江都县城扬州女知识青年郑少仪、刘春芳、王珍、郑芬、孙锋等人，经常步

行到仙女庙大南滩等地宣传抗日。

12月16日，仙女庙沦陷。日军屠杀通扬运河以北一带居民400余人，烧毁

500多户民房和店铺。

1938年(民国27年)

2月，江都爱国女青年吴慧英、吴文英及进步青年胡春华等8人发起成立“江

都民众抗日同盟”(简称“民抗”)，后在宜陵、丁沟等地建立分支。

6月，郭村男女爱国青年，成立“郭村青年抗日救亡团”，蔡公正任团长，蔡公杰

任副团长，女青年孙锋等是“青抗团”骨干。
’

1 939年(民国28年)

7月，中共苏北临时特委，在吴桥区进化乡网子桥举办党员训练班，郑少仪参

加学习。

9月，撤销江都县工委，成立中共江都县委员会，同时建立妇女部。高敏为第

一任妇女部长。

秋初，谢慈(女)投身革命，任大桥镇妇抗会会长。

秋，“挺纵”政治部民运工作队在网子桥举办苏北根据地第一个妇女读书会，

共有40多名当地农村青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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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0年(民国29年)

2月14日，“江都民众抗日自卫委员会”成立。

5月下旬，苏北特委随“挺纵”主力转移到郭村，成立中共郭村区委，建立妇抗

会等抗日团体。

6月初，郭村妇女在郭村小学集会，推选徐厚坤(郭村小学教师)为郭村妇抗会

主任。

6月27日，共产党员郑少仪在泰州获悉李长江要提前进攻郭村的情报，连夜

步行泅水赶到郭村向叶飞副司令员报告。

6月28日，郭村保卫战开始，县妇女部长高敏，夜以继日地动员妇女支前。7

月4日，胜利结束。

7月7日，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塘头成立，惠浴宇任县长。

7月25日～8月17日，江都县、区干部和武装人员1000多人随军东进。妇女

部长高敏也随新四军东进。

8月，王玉、李勇、严洛平、郑少仪等妇女干部奉命留下，与县委书记张雷平等

一道，在江都坚持斗争。

1941年(民国30年)

6月，惠浴宇等一批干部随新四军一部奉命重返江都，成立江高中心县委和江

高行署，与江都县委、县政府合并行动。

7月，江高中心县委成立后，江都有4个区委，其中3个区委书记由妇女担任：

李勇任四区区委书记、严洛平任五区区委书记、郑少仪任六区区委书记。

10月，江高中心县委派共产党员杨祖彤(女，又名李文瑾)到扬州市开展地下

活动o

12月，江高中心县委在麻村地区举办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70多

人，赵俊仪(女)任女生指导员，李勇为干训班支部书记。

1942年(民国31年)．

2月25日，江都县委、县政府与江高中心县委、行署分开活动，李勇任县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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