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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参与抗洪救灾的历史考察
武艳敏 孙颖博

(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新中国劳动妇女是抗洪救灾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防汛抢险、田间劳动、副业生产、水
利建设、互助互济等一系列抗灾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和政府通过颁布各项政策法令激发妇

女责任感和担当精神，通过民主妇女联合会加强组织动员与沟通协调，通过妇女模范引领调动妇女积极

性与参与度，通过冬学运动提升妇女生产技能和思想觉悟，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典型事例强化爱国意识，

这些举措大大调动了妇女参与救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妇女参与抗洪救灾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

力和政治智慧，缓解了灾区的困难，在引领新时代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提高了她们的社会

地位，促进了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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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
［1］占中国人口近半数的妇女群体在近现代抗灾救灾

领域表现怎样，她们发挥的作用、影响及意义如何，以

往学界都鲜有着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

就提倡男女平等，在局部执政时期就已经实施推进妇

女平等参政与享受同等社会地位的相关举措，备受鼓

舞的广大妇女在参战、生产和救灾等方面都表现不俗。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

布，实现男女平等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妇女更是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投入到新中国包括抗灾救灾在内

的建设大潮中。考察研究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如何

充分发挥妇女群体在抗灾救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

历史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试通过分析解读《人民

日报》等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

和政府组织动员妇女群体参与抗洪救灾等社会活动的

具体措施，以及妇女在抗洪救灾中的作用、贡献及其意

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抗洪救灾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长期战争

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及气候异常，致使洪涝水灾频频发

生。据史料记载，自 1949 年至 1956 年，我国水灾几乎

年年发生，占据诸种自然灾害之最。其中影响严重的

有四次: 1949 年长江、淮河、汉水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

的巨大水灾; 1950 年淮河流域特大洪灾; 1954 年百年

不遇的江淮大水灾; 1956 年因台风引起的华东地区严

重水灾。①面对严重灾情，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

动员各界民众投入到抗洪救灾大潮中，广大劳动妇女

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妇女参加抗洪救灾实

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参加防汛抢险与服务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在每一次洪水来临之际，妇

女都是防汛抢险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表现出

异常积极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具体而言，妇女参

与防汛抢险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参加

护堤抢险，最大限度地减轻洪水带来的影响。如 1954
年夏，当武汉市面临百年未有的洪水威胁时，当地妇女

迅速投身一线控制险情。汉正街发生大管漏洪水涌进

的危急时刻，许多妇女抱出自家的棉被、脱下衣服填补

漏洞。舵落口正街堤下阴沟破裂，致使洪水汹涌而入，

女青年韩友梅跳进湍急的水流以身堵口。汉水沿岸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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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时一些铁锚淹没于水，船工的女儿聂秀珍和几名女

伴顶风冒雨驾起渔船去打捞，在汉水沿岸的急流里坚

持了四个昼夜［2］。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广大妇女不

避危险，义无反顾地奔赴防汛抢险前线，谱写了无数不

畏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二是做好防汛服务，为

抗洪救灾一线提供保障。1954 年武汉防汛期间，成百

上千的妇女自动组成防汛服务队，帮助防汛战士们做

垫肩和护手掌、洗补衣服、写家信和立功计划。“有人

曾经统计过，说她们的工作有 67 种; 实际上，她们是有

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在暴风雨的天气里，她们不愿让

湖水的腥味沾上工人的衣服，就用绳子系着腰在江水

里洗; 为补战士们的衣服，许多人的长袖变成短袖。”
［3］1956 年哈尔滨市防汛期间，顾乡区的妇女们组建洗

衣组为部队驻地的官兵们洗补衣服，半月之内共洗衣

服、被单 5000 多件，缝补衣袜 2000 多件［4］。在防汛抢

险的后方，大量妇女展现了不畏疲劳、无私奉献的高贵

品质，保证了抗洪一线工作高效有序的进行。
( 二) 参加田间“双抢”劳动

水涝过后，被淹农田往往需要及时排水抢收和补

种农作物，各灾区在这一工作中都充分发挥了妇女劳

动力的作用。据 1949 年 10 月底统 计，在 东 北 地 区，

“泰来县在秋收中动员 5300 余名妇女( 占全县农村妇

女劳动力 59% ) 下地，收割 30000 余亩农田。丰宁县参

加秋收的妇女亦有 80% 以上。承德县三区 1230 名妇

女，收割了全区 30000 余亩土地的 1 /5”［5］。1950 年

春末，河北省宁河宝坻重灾区在“收了麦子不吃糠”的

口号鼓动下，30% 以上的青壮年妇女参加了早熟作物

的种植，甚至二区、七区的很多村民黑夜提灯、借月光

抢种［6］。1950 年夏初，苏北灾区淮海分区 9 个县有

65000 名妇女 参 加 田 间 耕 作，刨 地 16000 余 亩，其 中

20000 多妇女还帮助治河男工和无劳力者耕种［7］。由

于妇女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不仅补充了农业生产劳

动力，同时节省出的男性劳力有时间开展水利建设及

发展副业。
在当时的救灾田间劳动过程中，妇女们还开展各

种各样提高生产效率的活动，如妇女劳动竞赛、妇女向

男子挑战、组建互助小组等。天津专区宁河县六区村

与村间的妇女展开了“比劳动秋后见”的运动。大赵庄

的妇女们向男子发起挑战，动员“男子去挖河，妇女在

家保证不荒地”。在她们的影响下，一些不愿参加劳动

的男子也改变了想法，“25 名男工自愿参加了挖河，另

有 25 名前往国营农场做工”，全村 663 亩土地完全依

靠妇女耕种锄草［8］。陕西关中地区长安县杨善区第

二乡西清门村的 13 名妇女组成互助小组，三天锄地 35
亩，超过了一般男劳动力的锄草水平［9］。由此可见，

这些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

业生产效率。
( 三) 发展副业生产

副业一般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主业以外的生产事

业，是灾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具有生产周期短、见效快、
方便灵活等特点。灾区政府在组织恢复农业生产的同

时，均普遍号召灾民广泛开展副业生产，妇女在其中亦

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总体上看，妇女在副业生产

上通常根据“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原则，参加的主要

包括编席、纳鞋底、纺织、拐粉、砍草、编筐、运输等方面

的劳动。如河北省安新县留村 320 名妇女进行织网生

产，每天织网九丈六尺，可换得三石二斗玉米［10］。北

京东郊灾区发动 3000 多名妇女纳鞋底，每纳一双底子

可得 14 两小米。北京北郊灾区 180 多名妇女参加纺

毛，平均每人每日可产四五斤毛线，每人通过此项收入

均能维持三个人的生活［11］。新安地区妇女参加织席

生产，每人每日织席一领，交县供销社可换红粮一斗，得

以维持十个人的生计［12］。可见，妇女在副业生产中所

取得的成果，既实现了实物增产，也能获得口粮自足。
在发展副业方面，各地妇女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组建各种类型的副业生产小组，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节省了生产成本，而且调动了更多人参与合作生产的

积极性。如关中地区华县一区 1640 名妇女( 占全区妇

女一半以上) 组织起 260 个纺织组，十余天中即纺线

32800 斤，从县合作社换回麦子 900 斤、包谷 2100 斤、
棉花 25 斤，从而解决了许多家庭的生活困难。潼关城

关区 110 名妇女组成运输组，将该地蔬菜等产品背到

山西省的赵村贩卖，换回红芋，每人每日所得收益除可

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费用外，整个组还节省运输费用

45000 元［9］。东北新民四区小白旗堡村 3 名妇女组成

编筐小组，一天时间编筐达 15 个，效率比单干提高了 3
倍，村民羡慕地说: “编筐小组搞副业真有好处!”［13］

妇女们组织起来搞副业的增产节约事实让其他人看到

了直观的、显著的物质效益，使他们对副业生产方式有

了新的认识，促使他们开始具有向集体靠拢的意愿。
( 四) 参加水利建设

兴修水利是防止水患的根本措施，在农副业生产

之余，江河沿岸地区大批妇女还积极参与各项水利建

设工作。在苏北淮阴分区导沂工程中，1190 余名妇女

与男子一齐劳动，涌现出许多先进个人，“柴大嫂一天

抬一方多土，超过了男工的工作”［14］。在皖北区各地

复堤工作中，泗县上堤民工中妇女占三分之一，桐庐县

亦有五百余妇女与男子并肩修堤［15］。在山东省平东

县疏河挖沟工作中，二十余万民工内即有 1164 名妇女

的身影［16］。除了上堤治河外，妇女们还承担起为男

民工做饭、洗衣、补鞋等后勤服务。如苏北军区某干部

的妻子何培兰“不仅每天为 20 多个人做饭，抽出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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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男工洗衣补鞋”［17］。在荆江分洪工地上，紧靠工地

的石首县藕池镇的许多妇女主动上堤为修堤军工、民

工洗衣服和收管工具［18］。皖南区芜当专区芜湖县的

妇女们则发起了“编织草鞋慰劳民工”运动，计共织草

鞋 23000 余双，给修堤民工以极大的鼓舞［19］。
在一些水利工地，妇女们亦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

竞赛，既有妇女挑战赛，也有妇女与男工进行比赛。在

苏北的沂河线上，女青年段萃兰向妇女模范吴树萍发

起挑战:“一、保证不使民工鞋破; 二、保证按时吃饭;

三、保证每天推三公方土; 四、保证发展青年团员。”在

导沂工程中，女青年卢树兰和范萃华领导的女工班向

相邻方塘的男工提出“不抬三十筐土不能休息，硪工还

不在内”的要求，结果“一天下来男工抬土二点八公方，

她们可达到三公方”［17］。劳动竞赛活跃了治河民工

的劳动氛围，调动了治河民工主动制定劳动计划、努力

完成生产目标的积极性，推进了水利建设的整体进程。
( 五) 开展社会互助互济

在非灾区或轻灾区开展社会互济活动，是依靠不

同地区间的互助解决灾民现实困难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对救济灾荒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1949 年 12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

明确要求，要“开展节约互助运动，号召灾民省吃俭用，

长期打算……非灾区也应进行节约，发扬友爱互助的

精神，帮助灾区”［20］。
妇女参与社会互济活动主要有三种措施: 一是节

约救灾。如皖南区芜当专区的妇女组织发出“亲帮亲、
邻帮邻”“十家帮一家，十人帮一人”等口号，仅南陵、繁
昌、当涂三县募集互助粮食 7000 余斤，救济了困难灾

民［19］。二是关怀受灾妇女。如安置在安徽省含山县

仙踪区的两个受灾妇女生下孩子后，乡妇联主任刘尚

兰带领全村妇女踊跃捐出大米、鸡蛋、红糖等食物，并

致以亲切地慰问: “我们都是一家人，照顾你们是我们

的责任。”［21］三是募捐寒衣。为了帮助灾民解决在严

冬时节对寒衣的迫切需要，广大妇女通过采取各种行

动，主动给予支援。如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举办了以“救

济灾民募集寒衣”为目的的游艺会，将演出所得资金全

部捐献灾区［22］。湖北省妇女在将政府提供的棉花和

布匹制成棉衣时，明确表示“不浪费一根线、一寸布”，

细心裁剪和缝制，因注意节省布料，仅江汉、江岸和硚

口三个区就多缝棉衣 1400 多件［23］。当时的妇女参

与救灾互济工作既体现了新中国妇女团结友爱的优秀

品质，而且使她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自身社会

价值的认识，调动了她们参加社会工作的积极性。
从以上方面可知，面对洪水造成的严重灾荒，新中

国广大妇女积极发挥自身潜能，在防汛抢险、田间劳

动、副业生产、水利建设、互助互济等领域展开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行动，不仅有效地满足了防汛救灾工作

对于人力的需要，而且为妇女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和

生产提供了机会。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妇女参与抗洪救灾的主

要途径

妇女参与抗洪救灾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思

想的束缚，妇女参与社会事务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主

要是重男轻女思想浓重、女性没有活动自由等。为了

顺利推动妇女参与抗洪救灾，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新中国妇女应有的社会地位，也

推动了妇女参与抗洪救灾活动的顺利进行。
( 一) 明确妇女法律地位，激发其自身积极主动性

长期的封建社会使妇女地位低下，在重重压迫中

难以获得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一切歧视、压迫

妇女的法律，并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地位。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

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

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

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24］( P2 ) 1950 年 4
月 16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

法律，该法第一条即宣告废除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

姻制度，实行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的新民主主义婚

姻制度［25］。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再次

强调“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6］

( P26) 。这些法律条文的发布，确立了新中国妇女群体

的权利与地位，保障妇女的合理权益，使男女平等的精

神成为新中国开展相关事务的行为准则。
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爱戴与认知使广大妇女找到

了作为国家主人的归属感，激发了她们的责任心和担

当意识，调动了她们劳动主动性尤其是为抗灾救灾贡

献力量的积极性。如安徽省阜阳县妇女康翠兰表示，

“自从国民党反动派扒开花园口黄河堤，俺们这地方连

年受淹……如今共产党来了，穷人翻了身。为了老百

姓过好日子，毛主席下决心要把淮河治好。治淮是人

人有责的”，并认为“妇女翻了身，应该和男的一样参加

工作”［27］。湖北武汉妇女潘小锁面对 1954 年的洪水

时，忆起自己两个孩子均死于 1931 年大水时的惨状，

坚定地表示“过去的日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再回来”
［2］。广大妇女将积极参与抗灾救灾作为感谢新政府

的实际行动，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救灾方针政策。
( 二) 组建民主妇女联合会，加强抗洪救灾组织与领导

民主妇女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妇女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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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联合组织。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作为

全国 妇 女 运 动 总 的 领 导 机 构［28］。此 后，全 国 各 省

( 市) 或地区自上而下地逐渐建立起了各级民主妇女联

合会。长期以来，该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为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参与包括抗洪

救灾工作在内的各项社会事务指明了方向。
各地民主妇女联合会通过宣传组织活动，使妇女

参与救灾的观念深入人心。早在 1949 年 10 月，北京

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即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号召全市

妇女积极参加救灾运动，包括捐献食粮、金钱或用品，

利用废布废纸做成各种玩具、信封或书笺送至市妇联

转交救灾总会义卖，以及“向亲友们宣传此次救灾的意

义，发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帮助灾区农民渡

过目前的困难”［29］。1950 年 1 月，中共皖北区党委和

皖北民主妇联举办皖北区首次妇女工作会议，明确指

出当下的妇女工作应以“发动和组织灾区妇女积极参

加生产自救为中心任务”，会后，辖区各级党委遵照这

一指示迅速调配干部，分赴各专、县、区建立妇联组织

和开展工作［15］。此外，当时的民主妇联还注意帮助

解决妇女劳动生产的后顾之忧。如当时在蚌埠市参与

治淮工程的 1549 名女民工中，有小孩子的有 200 多人，

为了解决治淮期一些孩童无人照顾的问题，蚌埠市民

主妇联经积极筹备，在淮河堤上先后设立了四个治淮

托儿站，这一举措“鼓舞了那些在河堤上工作的母亲们

的情绪”，她们表示“一定要加紧工作，保证完成治淮任

务”［30］。
妇女代表会议和妇女干部座谈会是民主妇联开展

工作的窗口，在落实计划、推广经验、扫除旧思想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 1950 年河北省妇联制定妇

女工作计划时，通过召开妇女代表会议，将“以大力发

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为今年妇运工作中心任务”这一

计划进行具体的布置与安排［31］。河北省宁河县各区

民主妇联通过分片召开村妇女干部座谈会，介绍了发

动妇女参加生产的经验，宣传了“劳动光荣”的思想，在

会议的影响下，全县八个区 192 个村，有 4589 名妇女参

加了田间劳动［8］。安徽省皖南区芜当专区民主妇联

通过召开妇女代表会议、妇女干部座谈会、群众会等会

议，打破了“妇女以参加劳动为耻辱”和民间流传的“妇

女上圩圩不牢”等轻视妇女劳动的旧观念，从而发动了

大批妇女与男子共同修堤［19］。
( 三) 鼓励妇女先进分子率先垂范，增强榜样引领

作用

在妇女群体中，妇女干部和党员、团员是抗灾救灾

的骨干力量，她们在抗洪救灾中身先士卒，在广大劳动

妇女中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如建国县妇女干部卢

凤英在区村联席会上率先捐出 50 斤小米，在她的影响

下，全村共有 127 名妇女拿出了 500 斤杂粮［32］。河北

省宝坻专区二区小茄子庄妇女干部张云香，“午前送

粪，午后拉耠子种麦”，带动了 37 名妇女下地撒粪拉耠

子［33］。陕西关中地区平民县妇女干部王辉，一天帮

助四个家庭锄麦六亩，村民纷纷议论“女同志都能下苦

帮助我们锄地，我们再不下地，实在对不起政府”。在

她的影响下，“各村妇女们都组织起了变工组，老婆婆、
小女孩们也都下地挖野菜”［9］。东北新民四区小白旗

堡村 15 岁的青年团员刘桂琴，在副业生产中采集野菜

70 多斤，掀起了全村妇女发展副业的热潮［13］。此外，

据治淮委员会统计，在治淮工程中，各地的劳动模范、
治淮功臣 80% 以上均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34］。这

些身边的榜样犹如一座座丰碑，为广大妇女在抗灾救

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担当作为作出最生动的注解。
( 四) 利用冬学培养妇女生产技能，提高劳动本领

冬学是利用冬季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学习的一种形

式，也是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教育广大农民的重要方法

之一［35］( P168 ) 。将生产救灾案例编入各类冬学教

材，通过冬学进行生产自救、节约备荒的教育，成为各

灾区开展生产救灾普遍采取的重要途径，不少农民也

在学习教育中提升了思想觉悟。山东省冬学运动针对

妇女学习的组织形式为举办妇女班，根据乡村妇女的

忙闲特点定为中午上课，因此也称“午班”，学习内容着

重进行“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教育，获得很大成效，

许多妇女纷纷制订了生产计划［36］。陕西省关中地区

各地农村妇女经过冬学运动、妇女识字班的教育后，思

想认识普遍提高，许多妇女克服了以往轻视劳动、依赖

男人的落后思想。据渭南、华县、临潼、潼关四县不完

全统计，约有 21 万名妇女( 占 4 县全部妇女人数的三

分之二) 积极参加了纺织、运输、编草帽、编竹器等副业

生产，与灾荒作斗争［9］。安徽省皖北区 1950 年 5 月

统计，全区共建立了工人学校 150 所，66 万农民参加冬

学学习，他们经过生产救灾相关教育后，“直接间接推

动了生产救灾等中心任务的完成”［37］。
( 五) 号召订立爱国公约，将爱国热情实效化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

指示》中指出，“发起订立爱国公约”应成为目前爱国运

动的三项中心工作之一［38］( P26) 。6 月 1 日，中国人

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

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按照自己

的业务，围绕着抗美援朝运动，订出具体的爱国公约”
［39］。在此前后，各地掀起了广泛订立爱国公约和把

爱国情怀融入自身实际工作中的热潮。广大妇女界也

纷纷响应，如 1950 年 12 月 12 日，上海市民主妇联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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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爱国行动纲领”，受到上海各界妇女的极力拥护。
1951 年 1 月 14 日，武汉市 40000 名妇女在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示威游行大会上签署了爱国

行动书。1951 年 1 月 28 日，北京市 40000 名妇女在抗

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爱国游行大会上通过了

七项爱国公约［40］。
订立爱国公约，使“国家”这一具有高度抽象意义

的概念在群众心目中更加具体化。治淮女英雄甘彩华

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没有祖国，就不会治淮河，努

力治淮，造福子孙，繁荣国家。”她们加班劳动，提出“到

‘抗美援朝塘’再送一次‘爱国土’”［41］。“河段是战

场，铁铲是刀枪，冰雪是敌人，治好淮河就是打美蒋”
［42］、“修好水库就是抗美援朝”［43］、“保证增产，捐献

飞机大炮”［27］等成为当时广大妇女在生产救灾中普

遍认同的口号。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人民群众

救灾热情的激发，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

落地，极大地激发了妇女参与国家建设的切实行动。
三、妇女参与抗洪救灾的意义

新中国广大妇女参加抗洪救灾工作，不仅有助于

抗灾救灾工作顺利推进，而且促进了男女平等，支援了

抗美援朝事业。同时，作为新时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

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一) 缓解了灾情发展，安抚帮助了灾民

如前所述，水灾发生时，广大妇女以极大的劳动热

忱积极投身于防汛抢险、生产救灾、水利建设、互助互

济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为缓解灾情发展和克服灾荒困

难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与此同时，妇女还为灾后

的安抚慰问及移民安置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 年 3
月，为了对灾民实施心理援助，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了

灾区慰问视察团，由包括妇女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员组

成。他们先后至皖北、山东、苏北等重灾区慰问受灾人

民，振奋了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信心［44］。1956
年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派出 40 多名妇女代

表，携带慰问信、慰问袋前往部队防汛指挥部慰问正在

参与防汛抢险的战士们，此举极大地鼓舞了防汛部队

的士气［4］。在一些重灾区，由于积水短时间无法排

出，灾民往往需要暂时安置在安全地带。非灾区的许

多妇女对转移而来的灾民给予热情照顾，糊窗户、搭锅

台、修理炕、腾房子，不但使灾民深受感动，抚慰了心

伤，而且振奋了他们灾后努力生产的信心和勇气，许多

灾民感激地说，“你们照顾得这样周到，比在家里还好，

真是天下农民是一家”［21］，表示“一定要努力生产，来

报答人民政府的恩典”［45］。由此可见，妇女不断参加

灾中、灾后各个救灾环节，为有效缓解灾区群众的生活

困难、制止灾情蔓延做出了切实贡献。

( 二) 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助推男女平等价值

目标实现

由于在抗洪救灾过程中表现优异，一些妇女还被

光荣地评选为劳动模范，使得新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大为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们在封建传统旧思

想的束缚下轻视妇女劳动的错误观念。妇女甘彩华在

治淮工程中被评为特等模范，得到了政府和乡亲们的

好评，称赞她是“人民的功臣”。她在给毛泽东的报告

信中写道:“因为俺当了特等功臣，村子上的乡亲们都

很看重俺，有啥事都来和俺商量。譬如说民兵怎么教

育呀，爱国公约怎样订呀，等等。民校老师也来信给俺

商量怎样办好学校。”［46］被评为特等治淮模范的妇女

康翠兰，得到了上级奖励的一头大黄牛，群众羡慕地表

示:“从前妇女出不了门，现在妇女和男的一样了。当

了模范还得了一条大黄牛。”［27］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

工后，为了表彰工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工程总指挥

部举办了隆重盛大的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其中不乏有

大量的妇女英模。她们在大会结束后集体写信给毛泽

东说，我们“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首长们亲切

的关怀与慰问。我们得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光

荣，我们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动与兴奋”［47］。
妇女被评为模范不仅使她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

敬和重视，也进一步激励她们在国家建设中再立新功。
她们认识到，“只有从劳动中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只

有努力劳动才能改变自己的贫困生活”［17］。许多妇

女模范都表示，她们一定会加油生产，一定要把日子过

的更好，永远保持光荣［46］。新中国妇女参与抗洪救

灾尤其是被评选为模范，以生动的事例打破了将妇女

束缚在家务劳动上和歧视妇女的旧思想，推动了男女

平等，使女性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 三) 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鼓舞了志愿军战士

在抗美援朝战争激励着人民群众参与抗灾救灾的

同时，为了慰劳志愿军，党和政府还成立了三批赴朝慰

问团，前往朝鲜开展演出、报告、演讲等活动，在治淮工

程中表现突出的一些妇女模范也受邀加入其中，她们

的先进事迹激励和鼓舞了志愿军战胜敌人的斗志。如

1952 年一位名叫张启典的战士观看了慰问团的演讲

后，在日记中写道:“慰问团的一位女代表，报告了祖国

妇女在爱国运动中的许多模范事迹……这些事迹都使

我们激动……一定要在抗美援朝当中争取立大功，来

回答祖国人民的关怀。”［48］1953 年 10 月至 12 月，治

淮模范高秀英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

一次与志愿军指战员会见后，她收到了其中一位战士

的来信，信中保证“决不松懈斗志，一定加强戒备，提高

警惕，在今后工作中、学习中争取立功”，并表示要向高

秀英学习，“决不向困难低头”。高秀英在回信中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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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一定更加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决心［49］。
志愿军战士和治淮女模范之间的亲切交流，一方

面使妇女逐渐体会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增

强了继续参与国家建设的信心; 另一方面也鼓舞了志

愿军战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士气。两者之间产生

了互相促进的积极效果，形成了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内

外合力。
( 四)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新中国妇

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妇女参与抗洪救灾的过程即为妇女参与社会生活

和国家建设的过程，其中潜藏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以新的思想观念教育妇女，继而塑造新中国妇女

独立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各项政策法规，从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为妇女自由发展营造

更加公平合理的法治环境，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为国

家意志。同时通过以参加包括生产救灾在内的多种工

作，为妇女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提供条件。1950 年 3
月，周恩来在《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中明确规定: “政

务院要求所有人民团体，不仅农民团体，而且妇女的

……团体，都一致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这一工作。”
［50］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在规划妇女工作时强调，要

“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

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予以实现”［51］( P21 ) 。党和政府的指示精神指引

着广大妇女奔向救灾前线、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建设，由

只关注家庭生活、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旧观念向积

极参与生产救灾、主动支援国家建设的集体观念、国家

观念转变，使劳动妇女成为有多方面生产才能的劳动

者。
新中国的劳动妇女参与抗洪救灾是党和政府在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领导妇女群体探索实现妇女

解放的重要实践，它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

能力，也为新时期和新时代妇女进一步发挥自身潜能，

积极投身于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

社会变革。”［52］( P59) 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洪救灾的伟

大成就，凝聚着广大劳动妇女的全面参与、辛勤付出和

无私奉献，她们在防汛抢险、田间劳动、副业生产、水利

建设、互助互济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积

极作用的发挥是在党和政府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党

和政府通过颁布各项政策法令激发妇女责任感和担当

精神，通过民主妇女联合会加强组织动员与沟通协调，

通过妇女模范引领调动妇女积极性与参与度，通过冬

学运动提升妇女生产技能和思想觉悟，通过抗美援朝

战争典型事例强化爱国意识培育等，从而在社会上营

造了良好的妇女救灾的舆论氛围和有利条件。
新中国初期妇女参与抗洪救灾实践是党和政府领

导妇女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重要方式

和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智

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区群众的生活困难，

为制止灾情蔓延做出了贡献，而且提高了劳动妇女的

社会地位，助推男女平等价值目标的实现，展示了妇女

参与社会事务的重大作用，给予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

以激励和极大地鼓舞。今天，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仍然需要

群策群力，发挥好妇女群体“半边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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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De － aesthetics”to“Ｒeturn to Aesthetics”: A Ｒeview of Benjamin＇s Film Theory
Guo Yongjia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men Univeristy，Xiamen，361005，China )
Abstract: 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Ｒeproduction，Walter Benjamin believes that films are“de － aestheti-

cized，”which has led to several arguments on films that may not be reasonable，including the three major issues of films and mechani-
cal reproduction，films and aura，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ms and politics． In fact，films are not a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of re-
ality but a representation of it，and films as art should also have the factor of aura，and meanwhile，this kind of art cannot be politicized
as Benjamin wished． In terms of aesthetics，Benjamin saw the dilemma that photography posed to traditional aesthetics，so he aban-
doned the old aesthetics for films，the new art． However，today＇s aesthetics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narrow world of autonomy aes-
thetics，such as art for art＇s sake，so it is possible to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Benjamin＇s thinking orientation and let films“return to aes-
thetics”in order to form a mor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films．

Imagery Folding and the Creation of Yu Xin＇s Bleak Poetic Style
Yuan Jixi，Dan Xi

(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Yu Xin was a great literary scholar migrating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 420 － 589) ． The famous poet Du Fu once said that，“Yu Xin＇s life was the most miserable，yet the poems he wrote in his later years
became a national sensation”． As Yu Xin experienced the Ｒebellion of Hou Jing and the Change of Jiangling，he was detained in the
northern dynasty，and his poetic style changed accordingly from gorgeous and flamboyant style in the early years to bleak one in his later
years ． The imagery folding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reation of Yu Xin＇s bleak poetic style． Through this technique，YU Xin skillfully
expressed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and nostalgia and created excellent poetic work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Yu Xin＇s re-
search to look at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from the dimension of imagery folding．

Improved through Interaction: the Grass － roots Practice of the CPC＇s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Ｒequesting

Instructions and Submitting Ｒeport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Wu Shuli1，Xin Yi2

( 1． School of Marxism，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alist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From 1948 to 1949，when the whole country imminently gained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the Central Commit-
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CCPC)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requesting instructions and submitting reports within the whole
party． The system is a power organization network esta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adapt to the shift of work focus
and political role，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CPC to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order of“integration of the party，government and ar-
my”and start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local grass －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have some specific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is system，but the system was gradually improved through the guidance and interaction of lead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system successfully overcame the status of anarchy and no discipline in the CPC and also strengthened the contact not only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but also between local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izing the CPC organization
system，providing a strong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A Historical Ｒeview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lood Fighting and
Disaster Ｒelief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Wu Yanmin，Sun Yingbo
( School of Marxism，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 Working women in New China has been a significant force in flood fighting and disaster relief，and have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flood prevention and rescue，field labor，sideline production，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mutual aid and other disas-
ter fighting and relief work．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stimulated women＇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romulgating various
policies and decrees，strengthene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mobilized their enthusiasm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women＇s exemplary leadership，improved their production skills and i-
deological awareness through the Winter Study Movement，and advanced their patriotic awareness through learning the War to Ｒ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and other typical events． These measures have greatly mobilized women＇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to partici-
pate in disaster relie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lood fighting and disaster relief has demonstrated the ruling ability and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CPC，alleviate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disaster areas，led women in the new era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and im-
proved their social status as well as promoted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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