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岁“女状元”
成妇救会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

族矛盾已替代国内阶级矛盾

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

积极性，巩固和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

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

政策。

山东抗日根据地认真贯

彻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减

租减息运动。党采取的这

种政策，在保障农民的人权、

政权、地权、财权的同时，

又保障了地主的利益，取得

了开明士绅对抗日民主政府

的信 赖，他们也纷纷加入

到抗战行列中。

我出生在山东栖霞农村

的一个木匠家庭。6 岁时，为

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便帮

着爷爷给地主放猪。一直到

我 12岁那年，家乡成立了国

民小学，规定附近 6 个村12

岁到16岁的孩子都要去读书，

不然就罚款三块大洋。这样

一来，我居然有了读书的机

会。我十分珍惜，所以特别

用功，半年里学了四本书，成

绩是全校的第一名。可就在

这时，日本鬼子打来了，他们

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的日

子没法过了。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八路军来到了我的家

乡。通过他们的宣传，我明

白了不少抗日救国、穷人要

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八

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打鬼子，

我就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缝

军装、纳军鞋支援他们。

1942年，我们附近 6 个

村要选举区妇救会主任，由

于我能识文断字，是个“女

状元”，大家便一致推选我

来当。但我年纪小，才16 岁，

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急得

直掉眼泪。区长看到了，笑

着对我说：“不要怕，给你派

两个民兵，工作时跟着你。”

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

基干民兵开始走村串户，宣

传党的抗日救

国思想和政策，

在全区广大农

村积极推行“二

五减租，一分

半减息”的政

策，发动群众

与那些明减暗不

减、变相加租、

非法夺田的地主

作斗争。

有一次，我和一个民兵

去区里开会，为躲开日本鬼

子，我们只好绕道走荒山野

岭。在蹚过一条小溪时，溪

水突然暴涨，几分钟内水就

淹到了脖子，我和那个民兵

只能扯开嗓子喊“救命”！也

是我们命大，刚好有个村民

路过，他赶过来用藤条把我

俩从水里拖了出来。

刚一脱险，我们又匆忙

赶路，听到日本人的马蹄声

就要躲起来，水都不敢多

喝一口。一路惊险到了区里。

开完会，老乡给我们端来八

个饼和两碗稀饭，我们一

口气吃个精光。老乡问我们

怎么这么能吃，我说 ：“我

们三天三夜都没有吃过饭

了！”

由于党的各项农村政

策落实到位，这极大地调

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和抗日的

积极性，也吸引了一部分开

明地主的加入。为度过抗

日战争中最艰难的日子，我

也算是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量。

带着手榴弹学业务，
战场女会计“人在钱
在”

1944 年和 1945 年的春、

夏两季，山东军区部队 连

续发起攻势作战。8 月至 9

月，胶东军区集中兵力，在

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密切配合

下，向驻胶东日伪军展开大

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整

个战役采取统一指挥、分

区作战、此起彼伏、交错进

行的方式，选择敌伪要害

据点，集中兵力予以痛击。

收复文登、荣成两座县城

及 2500 多个村庄，扩大抗

日根据地 5000 多平方公里，

140 多万同胞获得解放，也

使 胶 东的东、 南、 西、 北

海四区联成一片。至年底，

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达到

1600 万，部队发展到 15 万

人，民兵超过 35 万人。

1944 年，抗日战争进入

局部反攻阶段，八路军各部

急需扩大队伍。八路军山东

鲁南军区从地方招收大量优

秀人员补充部队，于是我应

招入伍到军区会计班当学员。

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参军的

事，因为他们不会同意我一

个女娃上战场。但我觉得，

要想不被日本鬼子欺负，为

死去的同胞报仇，就只有当

兵打仗这一条路。我把大辫

子一剪，军装一穿，也就是

个像模像样的八路军战士了。

当时，部队给每个学员

发了三颗手榴弹。我天天背

着这三颗手榴弹，就像背着

三个宝贝一样，心想着，万

一碰上了鬼子，炸死一个够

本，炸死两个就赚，最后一

个留给自己，反正不能做俘

虏。

真正参军了，我才知道

当兵有多苦，既要学习会计

业务，又要行军打仗，每天

都跟着部队在山沟沟里转。

我和几个战友负责保管军区

各部调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的

信息单据，几十斤的材料装

在几个大木箱里，要抬着它

跟着部队随时转移。晚上，

战士们都休息了，我们几个

人还要把账对一遍，如果账

目不平，就要重新来，有时

对着对着天就亮了，部队又

要出发，我们也不敢打瞌睡，

只能跟着一起走。

但最怕的还是鬼子军机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1942 年，16 岁的山东
姑娘郝尚芝长发及腰。但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无
心红妆，却是将漂亮的大
辫子一剪，利落的军服一
穿，从妇救会主任到战场
会计，从后方到前线，这
个年轻的姑娘相信，要想
不被欺负，要想为死去的
同胞报仇，就只有坚强起
来，奋起反抗。

战争残酷，即便是在几
十年后，“怀里揣着三颗手
榴弹边学会计边打仗”的
记忆在 89 岁的郝尚芝脑海
里依旧清晰。当 7 月 8 日，
我们来到郝尚芝家中，想
请她“讲讲打鬼子的故事”
时，她把腰杆一挺，爽快
地答应：“行，奶奶给你们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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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炸弹，地面到处一片火

海。我们守着钱财物资不敢

乱动，我亲眼看到一个站岗

的战士在门口被炸死了。我

们躲在屋里，用身体挡在箱

子上，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炮弹把我们炸了，也要

保护好箱子里的钱和物资。

所谓“人在钱在”，这些军

费就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冬

衣和救命的口粮，它们比我

的生命更重要。

还有一次更危险，我

们几个负责后勤的战士因为

转运物资耽误了时间，落

在了大部队后面。晚上睡觉

时，我隐约听到有马蹄声传

来，赶紧把几个战友叫醒，

大家抬着物资转移到了地

窖里。果然，没过几分钟，

日本人就到了，他们在上面

翻箱倒柜到处搜查，我们躲

在下面大气都不敢出，我手

上一直死死地攥着一颗手榴

弹。后来，日本人陆续撤走

了，隔了很久我们才敢从地

窖里钻出来。

国家强大，
人民才能幸福

抗日战争结 束 后， 根

据党中央“在东北发展我

党强大力量”的指示要求，

郝尚芝随军区“东北干部

团”从青岛出发到达东北，

随后被分配到东北野战军

北线后勤司令部财务科当

会 计。1946 年 3 月，由于

工作表现出色，经组织科

科长王环同志介绍，郝尚

芝 正式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 年 8 月，长沙和平解

放后，中南军政大学在长

沙成立分校，她被调到军

大十五中队当指导员，后

又调到兰州。1982 年，郝

尚芝从兰州军区直属机关

服务社离休。

我和丈夫是在抗战之

后相知相识的，后来又有了

四个儿女。虽然他已离世多

年，但好在儿女们都很孝

顺。现在，我是长沙市芙

蓉区老干局管辖的一名离休

干部。

之 九 1945-2015

郝尚芝：“人在钱在”的战场女会计
人物档案

郝尚芝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6 年 10 月 
抗战 经历：1942 年任山
东栖霞市区妇救会主任；
1944 年，八路军山东鲁
南军区会计学员。

  扫一扫，听她讲过去的故事

年轻时的郝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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