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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乏·

日U
1▲

日

三水，像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美

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西北角上。蜿蜒浩荡的

西、．北、绥三江汇流其中，境内河涌交错，青

山含黛，田畴翠绿，是广东省粮食生产的主要

基地，著名的鱼米之乡。改革、开放后，县内

工业生产迅猛发展，每年以52％的速度递增，

1988年产值22亿，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84．6％，从原来的农业县跃为新兴的工业城

市。

但是，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千百

年来三水却是一个战乱不断，兵燹不息，盗匪

猖獗，灾害频仍，农村凋蔽，经济落后的贫穷

县份。人民大众过着半饥半饱、朝不保夕的凄

凉岁月。尤其是广大妇女同胞，她们除了和男

人一样为生活而挣扎之外，还要受到残酷的

封建礼教的重重压迫，不少妇女因难堪虐待

而走向绝路；不少忍痛抛下儿女，含悲出走，

甚至漂洋国外。新加坡有不少三水妇女就是

这样一生漂泊，老死他乡。但更多的妇女却在

社会的发展中得到觉醒，得到新生。在艰苦的

1

]I√f



抗Ft战争年代，不少农村妇女不甘受辱，第一

次抛头露面，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冒着枪林弹

雨为正在浴血奋斗的战士送茶送饭、包扎伤

口，甚至拿起武器英勇杀敌。年仅23岁的女!

共产党员严慧龄，就是这样一位甘洒热血为i

革命而献身的巾帼英雄。

建国后，在大搞经济建设，改变家乡面貌

的生产斗争中，三水妇女同样表现出巾帼不

让须眉的气慨，她们与男人一道，筑堤围、修

水库、开渠道、改良田，艰苦奋战，自强不息。{

她们之中不但有拖拉机手、矿山火车司机；冽

有耕田能手、种养能人；有先进工作者，还有

劳动模范。在各行各业中，妇女才华竞发，各!

显其能，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本志编写的目的，就是要记述三水妇女}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史实，尤其是突出反{

映她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以存青!

史：启迪后人。但限于编者水平，且历史长河j

中难免仍有很多宝贵史料未能挖掘，有不妥I

或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志编写；

期间，曾得到在三水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大姐、{

老前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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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一部记述三水妇女在各个历史阶段史实的专业志。 ．

二、本志分9章，31节。运用记、志、传、图、表}种体1裁记述。志首设
《前言》和《凡例》o

三、本志时限自1921—1988年。部分内容上溯到1906年。

四、本志人物篇，分人物传、名人简介、先进人物名录。凡三水县籍人，不

论在何地工作j或外籍人在三水较有名望的均予记载。 ．．。．

～≮三、地名均以《三水县地名志》为准。．如用古地名与今有异者，注明今名。
计毒畦位以公制为准，但建国前的不作改动。'-
’‘六T-：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作建国前或建国后。因称谓过：长，

故首次使用全称，以后简称。
、

七、本志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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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西南镇布行资方违例克扣织布女工工资，女工数百人，手持扁担，身怀利剪，

先与均泰店司事论理。该司事出言猥亵，女工怒剪其辫，并将各布店毁坏。

民国10年(1921)

。．．譬寿年等人创办私立启华小学，招收女生，罗蝶枝任女生指导，。开县磊女
同校先河。

民国12年(1923)

小县

、～

子我＼
女为

问

，一学懈觐县儿办前创龄

．

，学请收申招蛾觎向幼决为联童士一文辟三另

．

轻校秀女

。轴蚴捕黄J儿、长幼祺㈨删．程剥研学首



民国14年(1925)

7月，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女学生张剑影回家乡青歧协助开展农民运动。

民国15年(1926)

5、6月。，成立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三水分会。

民国16年(1927)

三水中学首次招收女生，只有2人报名就读。

民国27年(1938)

三水各界妇女为抗日将士制赠棉衣。

民国28年(1939)

12月15日，成立三水县妇女会，中共地下组织派女党员周玉珍、叶涤如任

理事。独树岗、保平、安和、同善等乡继而成立妇女分会。

民国29年(1940)

10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新运妇委会)三水分会。

5



叶涤如、周玉珍等女中共党员被派任职。

同年，在新运妇委会任职的中共党员推动下，向社会上层人士和商号募捐筹
款，兴办义民火柴厂。

是年，三水县妇女会在芦苞创办‘‘三八’’消费合作社，经营图书为主，兼售

日用百货，当地人称之为“--it．，’书店-，实为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阵地。

民国30年(1941)

中共女地下党员周玉珍从家中拿出3000元支持地下党西江特委机关(驻地
大塘莘田)作活动经费。

民国34年(1945)

8月，中共女党员东江纵队政工员严慧龄在战斗中牺牲。

同年秋，东江纵队女战士钱玉芝(--zk-县Jk)在战斗中牺牲。

民国35年(1946)

张剑影当选为三水县临时参议会议员。

民国36年(1947)’

邓不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4月4日，县妇女会与县新运妇委会举办县首次儿童健康比赛。

是年，芦苞芦清乡中心国民学棼开办幼儿园。该园后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
动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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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7年(1948)

3月，三水中学女生8人，组织卖花筹款队，资助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经费。

3月8日，县妇女会和新运妇委会举办妇女论文比赛及母亲健康比赛。

4月，县妇女会和新运妇委会举办第二次儿童健康比赛。

民国38年(1949)

11月，人民解放军112师副班长苏洪芳(白坭石鳌村人)在湖南省泸溪战斗

中牺牲。

1950年

全县大张旗鼓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婚姻法》。
‘

是年，全县妇女踊跃参加防洪堵口修堤工作。妇女占上堤民工总数70％。梁
四妹、陈三妹被评为省劳动模范。

全县推行新法接生。

1953年
●

12月，县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三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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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10月，县召开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

是年，全县开始推广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工作。

1957年

三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改名为三水县妇女联合会。

12月，县召开全县妇女干部扩大会议，238人参加。

1958年

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为解决妇女劳动力，妇联牵头兴办托儿所、幼儿

1960年

县乒乓球女子代表队获佛山地区13县市女乒乓球赛团体总分第一；劳彰儿、

何格如获女子团体冠军。 一

1962年

2月，县召开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

5月，县举办第一期妇女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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