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政议政是妇女政治权利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指标之一。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议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
女行使政治权利、全方位探索妇女群体如何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典范，为今天的妇女参政议政和妇联组织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
史经验。研究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历程，明确妇女参政议政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探索动员妇女行使政治权利的实践，将妇
女参政议政的重要价值置于全社会经济发展脉络中，对于指引新时代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力、推动男女平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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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1918年 8月，李友禄出生在宁
夏隆德县神林乡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1935年 8月的一天，身为长
工的李友禄毅然在家乡参加了过
境隆德的红军队伍。1938年 1月，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
长、排长，新四军连长、副营长，解
放军华野部队营长等职。他是隆
德县最早参加革命的一名红军战
士。1969 年他离休回到原籍隆德
县。当地人崇敬他，“老红军”成为
他的代名。

李友禄参加红军的过程是这
样的：一天，在地主家干活的李友禄，
听大人们偷偷议论，山后面的单家
集、兴隆镇来了红军，他便暗自想
去见见这些人，看是啥样儿。他
不小心说漏了嘴，让地主老财听
见了，就吓唬他说：“共产党红军
歹得很，抓住小孩就用刺刀往死
里 捅 ……”坚 决 不 让 他 去 见 红
军。给别人当长工的他，没有自
由，只有老老实实给人家干活。
过了两天，他去地里干活时看到
有一帮既像兵又像庄稼汉的人从
他干活的地头路过，其中有一个
人还朝他喊道：“喂！小鬼，过
来。”他便走过去，那人就给他讲：
红 军 是 穷 人 的 队 伍 ，政 治 上 平
等。他听不懂什么是政治。只听
明白了一句话就是“大家穿衣吃
饭都一样”。那人还说要打土豪，
分田地，他也听不懂土豪是啥，还
以为是在田里用木榔头打土疙
瘩，填壕沟的事，这多没意思，刚
皱眉，那人便看出了他的心思，就
急忙补充解释道：“土豪，就是欺
侮穷人的地主。”噢，他恍然大
悟！茅塞顿开。经那人的一番说
服动员，闯天下的念头油然而生，
决心跟那人走，参加红军。便高
兴地笑着说：“好，让我回家穿一
件衣服咱们一起走。”说话间那
人 便 快 速 脱 下 自 己 的 衣 服 让

李友禄穿上，就这样李友禄义无
反顾的跟着红军走了，一去就是
30 多年……

李友禄投身革命后，思想坚
定，作战勇敢，入伍 8 个月就任班
长。1936 年 11 月，在山城堡战斗
中，李友禄奉命带领尖刀排与敌
人肉搏，攻下敌人一座碉堡，为部
队打开通道，为此荣获战斗英雄
称号。抗战初期，在平型关战役
中，李友禄率警卫排强冲敌阵，与
日寇白刃拼刺。因他力大、技精、
神勇，连毙日寇，声名鹊起。在房
龙岗战斗中，李友禄率新四军一
连士兵，拒敌守隘，击溃日军 300
多人的猛烈进攻，完成了保卫房
龙岗镇的任务，荣立二等功。在
沙沟战斗中，俘虏日军数人。1943
年，他所带的连队一排在整军整
风大生产运动中，成绩显著，被评
为全团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李友禄参加了
八次重要战斗，数次负重伤，屡立
战功。 1947 年 4 月，运城阻击战
中，其营在申家场担任正面防御任
务。国民党军队飞机炸、大炮轰，
以多于我军 20倍的兵力轮番冲击，
战斗持续进行了 20多天，胜利掩护
了刘邓大军的军事行动。江阴渡
口战斗中，5天行军千里，国民党部
队以为神兵从天而降。解放上海
战斗中，李友禄任 28 军警卫营营
长，他机智的利用坑道接近敌人钢
筋水泥子母堡，消灭敌方两个营。
李友禄最初的档案记载着感人肺
腑的一页：入伍作战 100次，负伤 9
次，身留二等乙级残疾；荣获房龙
岗战役金星奖，淮海战役一等战斗
英雄，马木集战役纵队嘉奖，上海
战役纵队嘉奖等。

新中国成立后，李友禄奉调福
建第五军分区警备团任副参谋长、
参谋长。1955年 2月，被授予少校
军衔。 1956 年 4 月，被授予团级

军职。
1958 年 11 月，经批准退役转

业，赴福建省体委工作。李友禄转
业到地方工作，经历了 3年困难时
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上级组织鉴定为：“生活简朴，清廉
正直。”整党中，“自我革命精神好，
整党后进步很大。”按常理讲：老红
军离休后，应当静下来享几年清
福，安度晚年才是。但从苦水中泡
大的他是从枪林弹雨中摔打爬滚
出来，回乡休息期间，根本闲不住，
好像贪图享乐安逸与他今生今世
无缘。

1969年，李友禄离职休养，回
到家乡后，正值以“阶级斗争为
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
军事备战年代。革命传统教育风
靡盛行，从革命老区回家的他，自
然而然地成为隆德县城最引人注
目的人物。在那个年代，他经常
深入工厂、学校、农村、机关单位，
对工人干部学生和广大群众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每年至少在全县
范围内作传统报告 30多场次。他
所作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内容极
为丰富，大都是战斗题材：抗击日
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等内容，真实
生动，很适合青少年学生。他所
讲的故事，语言朴实贴切，引人入
胜。这些报告，风趣幽默，时而让
人捧腹大笑，时而紧张得使人憋
气。他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听
了这一场还想听下一场。从学校
到工厂再到机关以至农村，受教
育面非常广泛。

老红军不只是讲得动人，做得
更动人。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
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他
匆匆而来到悄然离去，他一直穿那
件绿不绿、黄不黄的老式军装，好
像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就
连寒冬腊月也没有见过老红军披

过一次大衣。也许是他身子骨硬
朗的缘故吧。再说他的吃，常言
道：“主家千万有，邻居一杆秤”。
李友禄的邻居从来没有听他家到
外地捎买过牛羊肉，也没听说托外
地的友人带回海鲜，经常见到的是
老红军自己提菜篮子买菜，偶尔还
要跟人讲讲价钱，有人说：“老红军
那么多的钱，买鸡蛋还跟老百姓三
二厘讲价钱。”其实，他讲价钱是跟
人逗着玩，最终因钱找不开，往往
出个高价钱。住的也一直是幼儿
园改建的两间老式架子房，带一点
小院子，大门连个架子车也进不
去。就这样简陋的房子，他一住就
是 10多年。直到离开人世前两三
年才搬进新院。出门总是两条腿，
从来不坐公家的车。每次回神林
铺老家，经常乘坐平凉开往静宁的
过路班车。曾有两次，老家有急
事，当时等不住班车，才张口要了
县政 府 的 北 京 吉 普 ，随 后 又 付
了油钱。

李友禄于 1984年 5月 14日逝
世。追悼会异常隆重，灵堂设在县
政府大礼堂。整个灵堂布置得庄
严肃穆，挽联挽幛挂满了整个大
厅，大厅正中央安放着老红军的棺
木，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周围簇拥着花篮与花圈。敬献花
圈的有党政机关干部，也有学生、
工人，更多的是生产队的社员们。
他 们 从 四 面 八 方 涌 来 ，参 加 追
悼会。

老红军李友禄逝世后，按照遗
愿，安葬在他参加红军后打响第一
枪 并 击 溃 国 民 党 守 城 部 队 的
地方——隆德县北象山上。

如今的北象山虽不是松柏茂
盛，但也草木苍翠，郁郁葱葱。每
年清明节，县城中小学校总要组织
青少年学生为老红军清扫坟墓，祭
奠前辈英灵，寄托哀思！

（据《红二十五军在隆德》）

红军战士李友禄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解放
运动的重要内容

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加
速了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 1937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妇女工作
大纲》，确定妇女工作的斗争纲领
为“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
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
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
切封建束缚与压迫”。在民族救亡
图存之际，妇女发挥的作用尤为突
出，成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一股
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作为妇女
解放运动的内容之一，动员妇女参
政议政、确保妇女行使其政治权利
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妇女的主体意
识和自我觉悟，进而积极踏入公共
领域，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生活
中，以民主“实践”促成民主“实
现”，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
影响范围延伸至陕甘宁边区社会
发展的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组织
是妇女群体参政议政的“领头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重视发展女
党员，将妇女解放视为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的内容之一。1921 年，党的
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提出“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
收为党员”。 1922 年，党的二大通
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其中
明确“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
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奋斗目标
之一。1939年 2月，《关于开展妇女
工作的决定》颁布，要求建立健全各
级党委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
使其成为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部
门，动员全党女干部和女党员开展
妇女工作，注意吸收女党员、培养女
干部。一大批成长起来的女干部、
女党员在推动妇女全面参政议政的
进程中起到了模范作用。随着妇女
参政议政能力与妇联组织力的提
升，一批批优秀先进的女干部走进

群众中大力动员边区妇女投身解放
运动，长久以来生活在闭塞环境中，
深受传统封建文化禁锢的陕甘宁边
区妇女开始意识到参政议政是其基
本政治权利，她们走出家门，走向广
阔天地。

宣传与动员是妇女参政
议政的关键

实事求是地制定动员妇女参
政议政的具体方法。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路径和实践
方式根植于边区社会现实。 1938
年，邓颖超、孟庆树在庐山妇女谈
话会上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
动概况的报告》中介绍了当时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大多数妇
女缠足不识字，一般人民仍是重男
轻女，在妇女工作的进行中仍常常
遇到障碍和困难。”如何宣传妇女
参政议政的必要性、如何提高妇女
参政议政能力，是动员广大妇女行
使政治权利的两个重要问题。边
区政府和各级妇女组织也就此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方面是持续深入宣传各级
妇女组织的工作情况，动员团结广
大 妇 女 积 极 向 组 织 靠 拢 。 早 在
1937 年 10 月 14 日《新中华日报》刊
出的《妇联会征求会员》就呼吁：

“我们联合发起组织边区各界妇女
联合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筹备会，现
在开始征集会员，凡边区妇女团体
或个人，不分阶层、党派、宗教信
仰，均欢迎参加。全边区的姐妹
们，勇敢地来吧！”1938 年，在陕甘
宁边区政府召集边区第一届参议
会前，边区妇联给各级妇联的指示
信中就写道：“我们应该发动农村
妇女多多提案交给议会通过，以解
除我们妇女的痛苦，以在抗战中起
更大作用。”各级妇女组织积极团
结广大妇女群众，动员妇女群众通
过多种途径参政议政解决自身困
难，在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过程
中，让“民主”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

可感可及的实事。
另一方面是根据本地区妇女

群众生活的真实境况，为广大妇女
参政议政的具体实践探索出多种
高效便利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动
员陕甘宁边区广大妇女群众，边区
政府举办选举训练班，并将参与训
练班的人员派到各地培训参选干
部，普及选举知识和政策、指导妇
女参选，各级妇联干部深入到妇女
群众中进行参政议政的宣传与动
员。考虑到大量妇女不识字，边区
政府创造了投豆、画圈、画杠、烧洞
等选举方法，以便妇女群众能清晰
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自主地行
使政治权利。

妇女参政议政程度与社会
经济水平互为积极因素

妇女参政议政的全面推进令
边区民主政权建设逐步完善，保护
妇女儿童的多项提案被提出、通过
与推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一一
落到实处。1939 年 1 月，陕甘宁边
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高敏珍等 19
位女性当选参议员，她们参加了陕
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提出
《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
这一提案包括各级参议会应有 25%
的女参议员、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
制度等 7 条意见，最终以多数票通
过。随着女选民的增加、女参议员
的当选，各类聚焦保护妇女儿童切
身利益的提案得到重视。1941年 6
月 2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动员边
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号召全边区
妇女实践政治权利，文中详细记述
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参选的
成效，并举例：“延安市裴庄乡女选
民数目占选民之二分之一，绥德全
县 460 位参议员中有 80 个女参议
员，占全体参议员六分之一，各地关
于动员妇女生产，保护产妇儿童，禁
止买卖婚姻等提案之通过。”正是因
为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参政议政
中，陕甘宁边区妇女儿童的现实生

存处境受到广泛关注，妇女儿童面
临的实际困难才能有效转化为党的
具体工作内容，妇女儿童事业得到
全方位发展。

妇女参政议政的进程推动着
边区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陕
甘宁边区的生产劳动中，涌现的一
批妇女劳动模范受到陕甘宁边区
政府表彰。 1943 年，辛勤劳动、耕
种得法的马杏儿被授予“妇女劳动
英雄”称号，林伯渠亲笔为其题写

“妇女光荣”。随后，还产生了马杏儿
为原型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以民谣
改编的歌谣和秦腔《马杏儿》等。
1943 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
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一经公布，
大生产中热火朝天的妇女纺织运
动迎来高潮。陕甘宁边区各级妇
联深入基层推广纺织技术，在各地
建立起妇女纺织队伍。同时，中央
妇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成立的陕
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也成为
高效推动妇女生产的组织，建立了
团结妇女劳动力量的重要场所，这
也成为广大边区妇女走出家门后
的公共活动空间之一。女性主体
意识和自我认同感通过劳动而不
断强化，在经济生产中形成的妇女
劳动组织也有效地动员并吸纳了
更多妇女参与到公共事务和集体
事业中。妇女参政议政程度与经
济发展水平彼此促进，是互为正相
关的积极因素。

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之
路，为新时代提升妇女政治权利提
供了重要的启示。增强妇女参政议
政意识、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力，以
及加强妇联组织力量是实现妇女解
放、男女平等的必要途径。新时代
推进妇女参政议政，应充分汲取历
史经验，基于深入调研结果，因地制
宜、实事求是地选择动员妇女参政
议政的有效方式并付诸实践，并充
分把握好妇女参政议政的能力与经
济发展水平的密切关系。

（据《中国妇女报》）

动员与觉醒：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之路

万里跋涉来到陕北时，红军最
初携带和途中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
已所剩无几。有一门山炮却被红军
战士万分珍视。它作为西北野战军
炮兵队伍所装备的重武器，随军南
征北战，在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
西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路马驮人扛，红军战士将这门山炮带
到了陕北。这门山炮编号 587，名为

“七生五过”。生，是英文“厘米”的
音译，“七生五过”即口径 75 毫米。
该炮由上海兵工厂于 1927 年模仿德
国克虏伯 75 毫米口径山炮制造，炮
身长 1050 毫米，最大射程 4300 米。
这门山炮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并不
稀奇，它能让红军战士丢弃其他辎
重装备，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将它
带到陕北，这就和它不同寻常的经
历有关。

1935年 4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
令兼第 58师师长陈耀汉在得知红二、
红六军团决定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
命根据地的消息后，急令所辖两个旅
先行出发，与自己和西面的张振汉部
合力截击，妄图歼灭红二、红六军团。
红军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率先歼
灭敌军两旅中的 172旅。陈耀汉闻此
消息慌忙回窜。随后，红军冒雨急行
军赶往陈耀汉南窜的必经之路桃子
溪，对敌发起猛烈攻击。此战，红军歼
敌一个师部和近两个旅，缴获大量武
器装备，这门山炮便是其中之一。这
对于缺少重武器的红军来说，可谓如
获至宝。红军立即用该炮装备自己的

炮兵营，投入反“围剿”作战。
同年 6 月，在忠堡战役中，红军

炮兵营用山炮配合步兵作战，一举炸
毁敌军碉堡，敌军司令张振汉被俘。
经过红军的思想教育，炮兵专业出身
的张振汉加入红军，成为红军学校的
教员。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张振
汉还亲自上阵操作这门山炮，两发炮
弹就摧毁了敌军一座碉堡。

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这门山
炮也随着红军指战员踏上漫漫征
途。突破乌江时，红军利用这门山炮
协同其他武器压制住对岸的国民党
军火力，为红军战士抢渡乌江争取了
宝贵时间。

长征途中，为携带这门重达几百
公斤的山炮，红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
难，宁肯饿肚子、吃苦流汗、手抬肩扛
也不舍得丢掉。过草地，炮身太重无
法拖行，红军战士就把山炮拆开来，
分组携带行军。一路上，一名战士倒
下了，山炮部件又转到另一名战士肩
头。红军战士以坚定的信念、用鲜血
和汗水，硬是把这门山炮抬到了陕
北，成为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
门山炮。

抗日战争中，这门山炮被编入八
路军第 120师，在雁门关、齐会、陈庄
等战斗中大显神威。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贺龙元帅专门让人找到
这门山炮，并将它交给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收藏展示。

（据《中国国防报》）

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一门山炮的万里长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
城非好汉……”

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盘旋曲
折。为了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
截，毛泽东果断指挥红军翻越长征途
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岁月如歌，沧海桑田。无论单家
集夜话的烛光，青石嘴战役的枪声，
还是将台堡红军大会师的欢腾，犹如
润物无声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宁夏
各民族群众的血脉。

光阴荏苒，春华秋实。无论在此
后的烽火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奋斗历程中，伟大的长征精神，星
火燎原地化为人心汇聚的磅礴力量，
令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脱胎换骨。

历史铭刻《长征谣》

1935年 9月 20日，北上红军一、
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在甘肃岷县
哈达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
队，并根据革命形势作出了声东击
西、佯攻天水，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
的战略方针。 10 月 5 日，三个纵队
7000余人兵分两路，由静宁界石铺入
固原继续向陕北挺进。为了阻止中
央红军北上，国民党调集重兵在六盘
山一带重重设防。为了摆脱国民党
军队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果断指挥红
军迅疾翻越六盘山。

1935 年 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军
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在
将台堡以南的兴隆镇会师。红二方
面军将总部设在将台堡。红一、二、
四方面军相继到达会宁、将台堡地
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此宣
告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 10月 5日，中央红军从甘
肃进入宁夏固原西吉县。当晚夜宿
单家集后，毛泽东拜访回族阿訇马德
海，与之彻夜长谈。单家集之所以在
红军长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
因毛泽东来过这里，还源于翻越六盘
山之前，1935 年 8 月、9 月，红二十五
军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后三次路经
单家集村，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禁令、
四项注意”，开辟了“回汉一家亲”的
先河。

红军向六盘山挺进途中，在青
石嘴打了一场迂回歼灭的漂亮仗。
10 月 7 日凌晨，红军离开单家集沿
小水沟登上六盘山。这时突然发现
有两个连的敌人进入六盘山下的青
石 嘴 ，挡 住 了 红 军 前 进 的 道 路 。
毛泽东当机立断，给我打！红军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半个小时结束
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不仅没
有伤亡，还俘虏了 200 多人，缴获了
140 匹马，8 辆马车和一些重要的军
需物资。

青石嘴战役后，毛泽东翻越六盘
山，沿战国秦长城疾步行军，7日晚夜
宿小岔沟。第二天，毛泽东登上六盘
山主峰，诗兴勃发，吟出《长征谣》：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
好汉！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年 12
月到陕北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将其润
色修改为气势磅礴的《清平乐·六盘
山》诗篇。

深情书写红色六盘

将台堡红军大会师标志着二万
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六盘山是红
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从此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
截；红军在甘南打过腊子口战役之
后，下一步向何处去？红军领导层
思想不是很统一。在哈达铺，毛泽东
从战利品中发现一份《大公报》，上
面有报道说“陕北多数地区已被
刘志丹赤匪控制……”于是果断决
定，红军主力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
区汇聚。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
条道路果然使红军实现历史性转折
走向了胜利。

1935年 10月 5日，毛泽东率领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
和中央领导机关分两路进入今固原
市西吉境内。傍晚，红军部队来到单
家集，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热烈欢迎。
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百思不得其解，
问过当地群众后才得知，在一个多月
前的 8 月 15 日，由程子华、徐海东率
领的红二十五军经过单家集和兴隆
镇一带，为当地百姓挑水干活，还赠
予清真寺阿訇“回汉兄弟亲如一家”
的锦匾和肥羊等礼品，打下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

红二十五军一到单家集就宣布
“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即：禁止部
队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
大荤，禁止打回族的土豪；注意尊重
回族人民生活习惯，注意使用回民
水桶在井里打水……住在王河村的
一名红军伤员，发现当地马铃薯品
质好，于是手把手地教村民做粉
条。从此这里有了致富产业。直到
今天，当地人还亲切地称粉条为“红
军粉”。

（据《经济日报》）

红旗漫卷 山川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