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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西安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西安妇女团体志》终于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贺

的事情．

西安不仅是一座历史名城，更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西安妇女无论是在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贡献，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她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西安的两个文明建设。谱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西安妇女团体志》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以比较丰富、翔实的资料反映西安的妇女运动，并着重反映西

安市妇联的历史和现状，希望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这本书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参加编纂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查阅了大量历史资

料．走访了一批历史见证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了这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

工作。

总结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今日。我们可以通过此书向妇

女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教育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西

安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凡 例

一、本志根据。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

则撰写。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以叙述事实为主．寓是非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志、图片资料、表组成．概述从宏观角度勾勒西安市妇

女运动的发展历程。记为编年体，以时为序，简要记述1909年以来西安妇女运动及建国

后西安市妇联及妇女运动的大事、要事。志为全书的主体，包括妇女组织、妇联活动等

共9个条目48个子目．图片主要是妇联活动资料．表主要是妇联历届领导名录。

四、本志上限自1909年．下限至1994年．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建国后西安市妇联的

主要工作．

五、本志中的机构称谓，沿用各个历史阶段通常的法定称谓。

六、本志纪年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中的数据、年龄、公历年、月、日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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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09年，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西安女师)在西安创立，为女子获得受教育的

权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封建势力禁锢的西安女师学生不顾校方阻止，在王观政、王观

德、吴碧云、李少云等进步学生的带动下，参加了西安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在新文化

运动的影响下．最先为西安妇女解放而奔走呼号的是陕西旅京学生。1920年1月，陕西旅

京学生陆续在《秦钟》杂志上发表《尊重妇女底人格和引起妇女的觉悟》(陈顾远)、《废除缠

足的恶习》(王价)、《我对于陕西教育的意见》(曹配言)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礼教，积

极倡导妇女解放，在西安女学生中影响很大。西安女师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高举“打倒孔

家店”的旗帜，以学校为阵地，揭露和批判孔子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使学

生们逐渐认识了封建文化的本质。她们积极参加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经受了锻炼。提高

了觉悟．受到社会的重视．并成为西安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1923年6月，陕西省

教育会批准接纳10名女会员，共进社、青年生活会等也先后吸收了妇女代表。

1924年底，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全国各地热烈响应，纷纷成立起‘‘国

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2月17日，在女子模范学校一些教师和学生的倡议下．成立了西

安第一个女子革命团体——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积极投入西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后．她们相继成立起“女子外交后援会”、“家庭妇女救国会”，举行游行

示威，进行演讲宣传．与此同时，省立女子蚕业帽辫传习所还致函西安各女子团体，声援上

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1925年5月，由基督教教友王寄尘、曹启铎、曹淑贞等发起的。陕西天足实行总会”在

西安成立，会址在城隍庙后门街福音女学校。“天足会”发表宣言、张贴布告。编写剧本进行

宣传，号召人们‘‘打倒旧礼教，反对拜脚狂”，制定了放足办法和奖励条例，还“派督察员每

日在西安的四街四关各巷道巡察，见有缠足者必招其父兄谆谆劝导，并予以lO日之限须

有解放情况，否则必严惩不贷”．

1926年2月8日，由中共陕西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妇女团体——西安妇女协进会成

立。地址在南四府街，后迁至南桥梓口31号(1927年春又迁至南院门大车家巷)．协进会

主要是通过宣传放足、婚姻自由等，发动和教育各阶层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以促进

国民革命．妇协会还创办了《妇女半月刊》．妇协会的主要成员有：王观政(会长)、刘文德、

李馥清(副会长)、方鉴昭、彭淑贞、董思秦、王启珍等。会员主要为女教师、女学生、家庭妇

女等，约200余入．1926年3月8日，妇协会在省立第三中学礼堂召开西安市“妇女解放

纪念大会”，号召妇女冲出圄门．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此后，全市妇女纷纷

行动起来．继续开展放足运动。参加平民教育运动，要求婚姻自由．在西安妇协会的影响

下，临潼、三原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妇女协进会。

1926年4月至11月，北洋直系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期间，妇女协进会在中共西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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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彭淑贞、王观政、王观德、秦德君、李馥清、方鉴昭、王启珍、刘文德、

董思秦等党团员为骨干的妇女宣传队，宣传妇女解放，号召妇女冲出“家门”，投身革命。她

们举办“平民学校”、“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学习文化，同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进行革命

宣传．并多次在易俗社剧场为市民群众和守城官兵演出了《车夫婚姻》、《天涯姐妹》、《花木

兰》等剧目．特别是城中绝粮以后，妇女协进会组成请愿团，请求政府为市民发放油渣，并

在发放油渣时。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在这次反围城斗争中，许多妇女积极分子经受了考

验，王启珍、方鉴昭、徐九龄等一批先进女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18日，妇女协进会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1600余人，国民党党部委员刘含初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妇女协进会代表王观政、王淑贞先

后发表演说。会议通过了妇女争取解放的lo项提案，请求新政府马上予以实施，同时将大

会情况通电全国。《陕西国民日报》以“妇女革命与国民党”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妇女群众用

革命的手段来取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不久，国民日报社和妇女协进会合办了题为

《陕西妇女》的副刊，广泛宣传妇女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协会还尽力为

受迫害的妇女撑腰，协同法院处理了多起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婚姻案，最著名的是肖桂蕃

(女师学生)和朱子愫离婚案。这是西安历史上第一个由妇女提出的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

离婚案．此后又有刘宝英、陈五姑娘等提出离婚，均得到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1927年3

月妇女协进会和省法制改订委员会等共同起草了陕西第一部维护妇女利益的婚姻法，即

《陕西暂行婚姻条例》和《陕西暂行婚姻条例旅行细则》。

1927年7月后，由于革命形势恶化，徐九龄等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妇协会的同志有的

奉命转移，有的转入地下．蓬勃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转入低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各界妇女纷纷要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妇女抗日救亡团体纷纷

成立。1937年至1945年问，西安先后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抗

敌后援会妇女分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国民党党部妇女会、陕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

作委员会等妇女组织。在抗日救亡的共同奋斗中，这些组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各自

的贡献．

1937年8月16日，陕西各界妇女在陕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迸会大礼堂集会，宣告中国

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成立(简称陕西妇女慰劳会)。李定荫(省政府主席孙蔚

如夫人)为会长，张相玑为副会长，李馥清(中共党员)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还有谢

葆贞、曹冠群(中共党员)、韩钟秀(中共党员)、李润琛、耿冰秋等人。会址设在夏家什字88

号。会长先后由李定荫、蔡文媛、刘宦、童毓君等担任．

陕西妇女慰劳会制定了自己的组织大纲和办事细则，以“团结妇女。输财尽力。担负救

国工作”为宗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慰问、征募、劳作六个科。以组织报告会、开办夜校、

识字班、组织儿童歌咏队、成立剧团，出版《西北妇女》、定期编写《妇女抗战壁报》，不定期

编印《妇女抗战画报》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工作．

初期的陕西妇女慰劳会(1939年6月前)，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妇女

慰劳会设有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组)，曹冠群、韩钟秀和夏端为党团成员，曹冠群任书记。

妇慰会的工作都署和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团讨论或请示中共陕西省委后决定。妇女慰劳会

的党团工作．1937年由中共西安市妇委徐明清领导，1938年初起由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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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张秀岩领导，1939年由陕西省委常委赵伯平领导。1938年秋，邓颖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曾找曹冠群了解妇慰会工作．同年冬．为了庆祝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妇女慰劳会派代

表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朱德总司令献旗，朱德勉励陕西姐妹们积极抗日。担负起妇女在

抗战期间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妇慰会为建立妇女界的统一战线大声疾呼，与各方面的妇女人士广泛联系，因势利导

地促进妇女界的联合统一。仅半年时间，全省有37个县、西安有22个学校建立了支会。从

而形成了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妇女组织。妇慰会还举办了3期妇女干部训练班，主要讲授

“三民主义”、。民族革命与妇女解放”、“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等。妇慰会还介绍了一大批

要求进步的女青年入党或经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其中有林野、田景田、廖警之、马英

等。

1938年4月，妇慰会联合平津同学会、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等6个抗日救亡团体，组

织了战士慰劳队，携带大批慰劳品和宣传品，由钱维人，彭毓泰、潘连壁率领，深入黄河沿

岸各个战区慰问，使抗日将士深受鼓舞。据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底统计，妇慰会共

募集现金折银元5，000元，金银器100余件。1937年5月中旬，国民党“CC”派和“复兴”派

达成协议，以统一妇女组织的名义改组了妇慰会，宣布省妇慰会和抗敌后援会妇女分会合

署办公。至此，妇慰会基本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原部分成员辗转到了陕北．1945年8月妇

慰会解散。

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妇女在中共西安市工委的领导下，通过散发宣传品、书写标语口

号、进行文艺演出、传阅革命书刊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党的纲领、任务，并参加护厂、护

城、肃特等工作，为迎接西安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市委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lo月建立西安市民主妇联筹

委会。筹委会从组织建设入手，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先后在市辖的12个区全

部建立市民主妇联区分会(1951年改称为民主区妇联)。1950年3月召开西安市第一次妇

女代表大会，成立西安市民主妇联。市民主妇联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

革。当时郊区有1l。574名妇女参加农会，3，771名妇女参加民兵。接着又发动妇女参加生

产支前、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妇

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主要发动妇女参加合作化运动。在城市引导妇女走出家门，

参加社会生产。1957年8月，根据全国妇联章程，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为西安市

妇女联合会，并在全市妇女中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开展生产劳动好、

学习文化好、教育子女好、勤俭持家好、家庭和睦好的“五好”活动。1958年5月以后，

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妇联发动妇女积极投入。大跃进

中，有8万多名妇女从家庭走向各种生产岗位。随着街道生产的发展和商业上的“以女。

代男”运动，妇女劳动力获得了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解放。至1960年5月．妇女从业人数

从解放初期的1，000多人增加到200，000人。在妇女运动发展的同时。妇女组织不断发

展，1950年底，基层组织为66个(当时的组织形式是派出所)，到1962年猛增到1641

个(农村1173个、城市468个)。从1950年到1964年3月，西安市共召开了6次妇代

会，选举产生了六届执行委员会。1966年5月以后，妇联工作受到“文革”动乱的严重

干扰，妇联组织瘫痪、工作停顿．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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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1969年10月。市妇联干部随市委统一安排被下放到农村，直到

1976年底才先后回到西安。 ．

1971年11月。随着市革委会妇女工作小组的建立，西安市妇女工作开始恢复。1973

年4月召开了妇女第七次代表大会。西安市妇女联合会重建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组

织妇女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等，发动妇女投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的群众运动。农村妇女在抓好大田生产的同时，积极试种‘‘三八”试验田。全市15

万亩的棉花生产主要由妇女承担。郊县妇女广泛开展“银花赛”，“百枝花”竞赛，成立

200多个竞赛小组，2，000多人参加，涌现出肖桂芹、李敏红、冯淑芳、杨雪芹等一批亩产皮

棉200多斤的优秀务棉组．在工业方面，lo万多名女职工以大庆妇女为榜样，纷纷成立

“三八”班组和铁姑娘战斗队。她们钻研技术，开展竞赛。涌现出首创36万米无疵布的青年

女工李向华(国棉四厂)、我省第一个女轧钢工魏海兰等大批生产闯将和生产能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妇联努力清除“左”的影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

济建设为主导的轨道上来，恢复开展“三八”红旗手(集体)活动．从1979年到1994年．

全市有17，875名妇女被评为区(县)以上“三八”红旗手。

1986年开始的“学英雄、学文化、学技术．比思想、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为

农村妇女投身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她们努力

学习掌握科学种田、科技致富的本领，由单一的农业生产跨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周

至县刺绣业的发展、临潼县旅游工艺品的生产、未央区乡镇企业的崛起、高陵县养鸡业

的兴旺等等，都显示了广大妇女的智慧和力量。据不完全统计，1984至1989年上半年，

全市郊县参加商品生产的妇女已超过47万，以妇女为主的专业户发展到10万多户．有

2Z万妇女从事乡镇企业生产。在城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妇女就业队伍不断壮大。全

民、集体所有制女职工由1984年的46万发展到1994年的56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

39％t有5万多名妇女从事个体经营，占个体劳动者总数的50％左右。

全市妇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9年以来，各级妇联

恢复开展的“五好”家庭活动(政治思想好、勤俭持家好、教育子女好、团结互助好、安

全卫生好)促进了家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1986年又围绕提高家庭成员素质，创

建与时代同步的新型文明家庭，家庭教育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到1993年，由各级妇联牵

头，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配合创办的家长学校有1021所，家教咨询站192个，10万多

名家长参加了家庭教育知识的学习。

妇女工作日益深入，妇联组织建设随之发展，据1999年底统计，全市有市、区县妇

女联合会14个、街道、乡镇妇女联合会244个，基层妇代会4577个．党政机关、科教

文卫、企事业单位妇委会464个(市一级6个)，民主党派妇委会7个，个体劳动者协会
妇委会14个。改革以来，市、区、县妇联实行目标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干部考核制

度，妇女干部素质不断提高。全市乡镇以上的354名妇联干部中30岁以下的71人，高

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332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妇女工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全市广大妇女的优势日益体

现。在西安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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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西安创立．

1909年

1923年

6月：省教育会批准接纳了10名女会员，共进社、青年生活会等也先后吸收了妇女

代表．

1925年

2月：女子模范学校一些教师和学生成立了西安第一个女子革命团体——妇女国民

会议促进会。张佩秋为临时主席。

5月：由基督教友王寄尘、曹启铎、彭淑贞等发起的陕西天足实行总会在西安成立．

会址设在城皇庙后门街福音女学校内。

1926年

2月8日t西安妇女协进会成立。会长：王观政(中共党员)。副会长：刘文德，李

馥清。会员主要为女教师、女学生、家庭妇女约200余人。地址在南四府街。

3月8日t妇女协进会在省立第三中学礼堂召开了西安市‘‘妇女解放纪念大会”，号

召妇女冲出闺门，投身国民革命，1000多名妇女参加了大会。

3月：妇女协进会开办平民学校。每期4个月，设“青年平民读本、常识、手工、音

乐”等课程．55名青年妇女参加了学习。

5月：妇女协进会成员方鉴昭、彭淑贞等开办妇女识字班，每期4个月。学员多系干

部家属和青年妇女．有40余人，坚持到底的20余人。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走出家庭，投

身国民革命．

7月t西安党组织和西安学生联合会举办暑期学校，这是西安第一个男女合校。妇协

会会员带头踊跃报名。王观政、王观德、李馥清、彭淑贞、王启珍、刘文德、方鉴昭、董

思秦、康效英、方爱兰(方知)、贫玉堂、刘雪侠、华新义、张群玉等20人参加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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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1月18日：妇女协进会召井妇女解放运动大会。1，600余人参加了大会。国民党省

党部委员刘含初出席并讲话。壬观政，彭淑贞等发表演说．会上通过了解放妇女的十条

议案。

2月：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中山学院”。5、6月间增设妇女运动班。妇协会

推荐了60余名优秀妇女参加学习。妇运班课程设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化史》、《经

济学概况》、《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妇女运动》等。

3月底：西安第一个男女合演的话剧团——“红芽社”成立。妇女协进会参加“红芽

社”的有：彭淑贞、董思秦、壬观德、王观玫、郭文英、刘琰玉等人。

7月15日以后：西安革命形势恶化，妇协会、红芽社。中山学院等被勒令解散。妇

协会成员有的奉命转移，有的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9月：陕西省第一部维护妇女利益的婚姻法，即《陕西暂行婚姻条例>和《陕西暂行

婚姻细则》颁布．

1936年

12月21日：西北妇女救国会成立，400余人参加大会。谢葆贞、吴碧云、高舍、张

泳明、彭淑贞为常务委员。

1937年

8月16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成立(简称陕西妇女慰劳会)。李

定荫为会长，张相玑为副会长，李馥清(中共党员)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有李

定荫、张相玑、谢葆贞、李馥清、曹冠群(中共党员)、韩钟秀(中共党员)、李润琛、耿

冰秋等人。会址设在夏家什字88号。

1938年

4月：妇女慰劳会联合平津同学会、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东北救亡会等6个团体．

组成前线慰问团，由钱维人、彭毓泰、藩连璧等人率领、携带大批慰劳品，深入黄河沿

岸各个战区慰问．

1939年

5月中旬：陕西的国民党“CC”派和“复兴”派达成协议，改组了妇女慰劳会并与

抗敌后援会妇女分会合署办公。蔡文嫒为会长，皮以书为副会长．李芳兰为常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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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妇女慰劳会解散。

1948年

1949年

5月初：边区妇联干部李冰(曹冠群)、李起阳、刘芳、林颖、刘蓟、杨林、张铁镰、

李娥、李淼、李莲、刘云、麻兆瑞、韩继光、刘德智(男)、马祯祥(男)南下进入西安，

成为西安市民主妇联的首批干部。 ．

5月底：西安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即市妇联党组的前身(简称市妇委)成立。

6月4日：市妇委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召开西安市各界妇女座谈会，应邀参加座

谈会的有各界妇女代表200多人，会上提议成立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

6月24日：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创办的“大众图书阅览室”正式开放。从6月24

日至7月31日，共接待读者2，370人。

6月26日：市妇委召开各界妇女代表会，到会的有76名代表和16名列席代表，选

出由25人组成的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主任曹冠群、副主任胡景儒、李润琛。会址设

在后宰门公字3号。

7月1日：市民主妇女慰劳团40余人，并带领女师附小歌咏队，到某伤兵医院慰劳

伤员。团长杨玉珊代表全团向伤员致以热情的慰问，并将她们亲手赶制的3面锦旗献给

伤员。

7月2日：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为配合。七一”至“七七”的宣传工作，在北大街图

书大众阅览室举行妇女问题座谈，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麻兆瑞宣讲“新妇女的人生

观”．听众有学生、职业妇女、劳动妇女近百人．

7月14日：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妇女慰劳团19人携带饼干、糖果、纸烟等大批慰问品、

慰问信前往野战后勤部医院慰劳伤员，为伤员拆洗被褥衣物30多件。
‘

9月3日：西安市少数民族事务处召开西安市回民职业妇女和女学生座谈会，就如何

发动本市回民妇女参加生产支前工作进行了座谈，提出了很多好建议。

9月9日：《群众日报》载：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协助九区政府发动组织妇女230余

人。自8月22日起lo天内完成了2万套单军装的锁扣眼、钉扣子的任务，共得面粉4，218

斤。还发动了近百名家境贫困的妇女给鞋厂撕破布，撕了17天．共得面粉6，800斤。日报

还发了编者按，要求各级政府在动员全市妇女完成军衣军袜任务时．参考九区的经验。

9月10日：《群众日报》以“市区妇女竞相支前，三万军被一日缝成”为题报道了市

区妇女踊跃支前的情况，这项任务是政府以每床0．65斤面粉的工资动员妇女自愿参加

的。

9月16日：《群众日报》以“六区妇女赶制军袜、既能支前又能赚面”为题，报道了

西安市六区妇女冒雨赶制军袜的情况。如马神庙街7名妇女自动成立小组，一天就领了

200双袜料。报道还分析了妇女踊跃支前的原因：①干部深入宣传I②每双军袜3斤面的

一7一



工资；③解放后妇女认识到支前的意义．消息还报道了个别组平均摊派的偏向已得到纠

正．

9月至11月底：市妇委发动组织全市妇女开展生产支前工作。先后有6万多名妇女

参加。完成了50万双军袜、21万床被子、25万套棉衣、600件大衣的生产任务。

10月10日t市妇联召开各区妇女干部会议。讨论开展妇女赶制军袜、军衣的竞赛活

动和评选劳动模范等问题。劳模条件为：①衣袜做得结实、好、快、多；②正确认识到做军

袜、军衣支援前线是光荣任务I⑨在群众中有威信I①能宣传组织其他妇女参加此项工作．

11月3日：《群众日报》《大华纱厂的女工》一文表明，纱厂和布厂的2．535名工人

中，女工占十分之三，她们多半是河南、河北等地的难民妇女，年龄多在15岁以上。

9月中旬：大华纱厂选派了5名女工参加西安市妇联主办的妇女训练班。

11月3日：<群众日报》载：六区妇女朱秀玉、张筱蝉带领该区17位妇女组织家庭

生产支前，从10月10日至28日赶制出2．4万个胸章、500多双军袜。

11月3日。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妇女干部训练班举行3l位学员毕业及该班青年

团员入团宣誓典礼。中共西安市委秘书长陈宏，市青委书记韩夏存，边区妇联组织部长

李春霖，市妇联筹委会主任曹冠群等到会致贺，并发表讲话。

11月10日t《群众日报》载：游艺市场建国小戏院一群唱戏的女孩子写信揭露解放

后她们的经理、老板仍然让她们“一面唱戏、一面做皮肉生意”的罪行，强烈要求得到

真正的解放，从黑暗的地狱中走出来。

11月10日：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向亚州妇代会提案。案文主要内容是：全亚州妇

女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发动战争的企图，建议成立亚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国际民主妇

联的领导下更好地为民主和平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而奋斗。

11月14日：出席亚州妇代会的西北代表选出。当选者为张子芳(边区妇联主任)、曹

冠群(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主任)、王存义(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长)、李馥清

(民盟西北总支都妇女部副部长)4人。新疆、兰州各产生1名代表。

11月27日：西安市妇女赶制军袜、絮行军服的生产支前劳动模范大会在陕甘宁边区

女子中学礼堂召开。会上表彰了王玉玲等73名劳模和边区女中、六区一校、第一实验小

学3个模范集体。方仲如副市长为劳动模范颁奖。

12月6日：西安市民主妇联筹委会主任曹冠群、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长王存义代表

西安妇女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州妇女代表会．

12月6日：亚州妇女代表会将在北京召开，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西安市民主妇联、

民盟西北总支部妇女部，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西安市女教员代表会分别去电祝贺

(因亚州妇女代表多在途中，会议延期举行)。

12月11日：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召开常委会，确定了冬季宣传工作以发展劳动妇女识

字班为中心．妇联编发识字课本100多册。成立了17个识字班。561人参加了学习。

1950年

3月5日；《群众日报》以“市劳动妇女加紧生产以实际行动迎接三八节”为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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