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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47年，胶东保卫战巾，妇幺喂伤^

A1947年，胶东保卫战中，妇女厅愿抬担架送伤员



▲抗战时期，妇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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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术兹心。二排

其他为烟台女学生

左：孙玉敏。

三排左一：王大。



▲1951年12月胶糸菏儿所部分‘f。作人员台影。前排止起：葛秀珍，势超，刘志刚

宋武、姜树敏、李淑真，中排左起：萎元华、李淑兰、蔡秀兰、于秀珍、韩瑞云。

后排左起：王德会、孙风金．李桂枝，王德M。

▲】945年海|jfl县十三三弛兵英雄合影前排7 z起：筇七人孙K檄第六九两、桂香



▲烟台地区如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台

r1 977年3月2 n在瑚!{台隆礓开幕。冈为大会开鞯式。

▲地委常委、妇联主任刘延风致开幕词。



▲1 982年8 JJ，全㈨＆l联剐主臂、书记处帮一书址岁琼米船f青壮

在指导工作与地区妇联伞体H志及县市区＆二『联i?仟台影。

▲1 983年9』J，州白地区f|{f掰垒斟＆I史苹五次代袭大会代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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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全罔儿奄1．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烟台科开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范崇始h fh东省委常委，妇联主任杨衍银、

烟台市委常委、蛔联主任刘延风和臻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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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7年。’

8月蓬莱在马格庄成立“抗日战地

服务团。，参加服务团的女同志有：宋兹

心，李雨之，李桂枝、刘光耀、蒋守全

等。她们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白天教

妇女唱歌，晚上教妇女识字．
1 2月名4日 在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领

导下，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组织发动了

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E立了“如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予得水任

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参加这次起义的女

同志有：李紫辉、曲韶华、黄在。天福山

武装起义的红旗卜是胶东早期女党员张修

英等女同志绣的。旗上绣着镰刀、斧头，

并有。还我江山”四个大字。(现在这面

旗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

1 938年

2月中旬三军=路攻克蓬莱城，建

立了抗51政权。参加这次战斗的女阿志有

李雨之、孙雪岩、翘光耀、宁键，宋兹心、

真世萍等。’ +’

2月23日三军攻克牟平城，参加这

次战斗的黄在、夏来，李锦辉三位女阋忘

勇敢地登上城墙，、撕卞了敌旗。

即日下午 三军撤往城南雷神庙时，。

被烟台赶来之El军包围，2激战至黄昏突

厨。战斗中，理琪同志光荣牺牲，林一山

同志负伤后，被黄在同志背出雷神庙，转

移到安全地带。， 。

：2月底-三军总部开办了军政干部学

校，负责训练军政千鹩每船都有相当数
量的女同志参加。第一期参加学习的女同

志有。李桂枝、王伦一，王石、’单纯，战

予坚、王竹珙、夏桂林，予芳等。
’

3月 三军军委政治处下设妇女股，

由李紫辉、衄韶华、黄在、毕健、丁瑛、

王玉、姜民雪、宋坚等同志组成。妇女股

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文、荣、牟，威

一带开展妇女工作。

I耳月 胶东第一个村妇救会在牟平凤

凰崖(今属乳山县)成立，

3月9臼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等率

部队攻克掖县兢成立胶东游击队第三支
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参加这次战斗

姆女同志有：·张福芝、方菊珍、杨维华。

5月 三军司令部牝=、．三、四
路与七、八支队(鲁东游击队)、兰支队

在黄县会师。王文任胶东书记。以后随部

队陆续来黄县前女同志有：李紫辉，曲韶

华、黄在、王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六、王

十二、毕健和毕纯。她们在黄县主要宣传

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歌，组织识字班，

学习新文字。当时教唱的歌曲有：《东北

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抗

日救亡进行曲》等。

6．月蓬莱县成立妇女抗、15t救国联合

会筹备委员会，宋兹心任会长。

7月黄县成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

筹备委员会，王大任会长。王大调走后蒋

守全，王竹琪继任会长。会员有：王伦一，

战子坚0芏四等。

7、8月间 留守在东海的同志，以

。文化供应社”为名，在文登县大永泊西

南台树，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妇女训：练
班，领导人是予瓯江同志，教员是潘复生

同志。当时于盟友、鞠维功、张世堂也在

此工作。到这里学习的同志有：刘成、荣

敏芝、王哲、周文、梁苗吉、于月加，周

武等。



洲绦班的主要j壬务是培养妇女干部．，

时间一个月d瑚}练鳍柬后，周文、‘周武到
荣成县，j荣敏芝、刘戗到文登县，狩别抓

这几个县朐姻女玉作。 一

8胃 胶东第—叶·区妇救会在黄暑丽

良三官庙村小学成立。 。

8月底 胶东特委指示：一前后．方分

开。在部默工作的女同惑髓下军凌、换上

便衣，深入群众，发动张众净紧特抗日游

击战争、。为了加强对娲女工作盼锤导，特

委舞定对内戚立妇女帮(罄内瓣麴羲会)，

对外成立胶东妇女捻日，摈犀联合会筹备委

员会，简称筹受会。会长捃李紫辉同志，

融会长张福芝≯组织帮长翦韶蜂，．宣传部
长王大。筹委会开始话动在黄县姜家唐一

枯^厩叉转移到掖县，‘招远_带。筹委会

蚜主要任务是发展会员，建立各镢妇救

会。为使工作有较快的迸展，筹委会组织

了三个工作团，活动在黄城、姜家店一
带j ．i．，t≯

‘9月。海解决抗战经费，我党发出了

只一切为瓦抗巨，有力出力，，存钹出钱”

的号召。妇联把动员广大妇女为擒日救国

募捐作为。当{时姻_项重要工作来抓。黄县

陶妇女干部带喜b拯岛、己镯子、戒予等金银

首饰捐献出来，。悔抗1日经费，这样就掀起

了_个群众性的“献金运动”。．蓬、黄、

掖的妇女献金成绩尤为显著，共募捐金质

品sO两，银质品达3000两之多，一全胶东共

募捐．9疆蕊金银。 ．

t、属A底掖县、蓬莱也相继成立了妇
女抗旧救国联泠会。方薄珍任掖县姆救会

长，。李雨之任蓬莱妇救会长。

一1=欷、。胶东特委迁往掖县郭家店、复邱

一特活动，妇联随同迁移，曲韶华返回东

海巡褫工作。

1 O月黄县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

2

关戏院召开，正式成立了黄县妇女抗日救

国会，王竹琪任会长。

同年 海阳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成

立，王哲同志任会长。

。

．．1 939年一
‘⋯‘

．。： ，■。，．

1月 擎雨之调胶东妇联、代理妇委书

记，’．李紫辉病休。+

。同月 胶东区党委迁驻掖县皂户村，

李雨之继续代理会长工作i

年初胶东妈联在莱阳张格庄树憾立

了妇女大队，共20余人，”主要任务是搞武

装斗争。’椿蚜辨任酚张，李瑾任指导贯。-
春王大伺志离并度东，到’清河、区i

(现惠民一带)工俸0 _

3月 招远县成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台

会筹备委员会，李桂枝任会长。、

5月1日 荣成县成立妇女抗日救国

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周文兼会长。

周月 威海市成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合

会筹备委员会，慕恩慈(即王少木)v同志

担任会长。：

罔月 毛主席提出要扩大政权，胶衷

特委改成胶东区党委，区党委下竣四个地

委，r’分管．四，个海区，各海区妇联筹委会也

先后成立。 ’

．’ 、

。4

东海曲韶华任虹救会妖，北海张樯芝
任妇救会长，西海王瑞玉任妇救会长。南

海荣敏芝话好救会长。 ．

’t

．7月 王伦一调黄县妇联任会长，王

竹琪调离。 |-

8月1日胶东妇女抗周救鼠联合金

筹备委员会发表“势妇女参政告各界同胞

书”，号番妇女去参加选举，争取参政．
8 i局庭．胶东区党委召开党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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