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们是战士，响应国家屯垦
戍边的号召来到新疆

1949 年底，新疆和平解放。

当时，共和国的决策者命令

驻疆二十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

新疆，以改变自汉代以降，历代

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以达到

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新疆部队领导人王震司令员

和陶峙岳将军于是率领着部队

开始了一场铸剑为犁的战争。

这场战斗更为艰巨而漫长。

因为战士们面对的，几乎是寸

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

但是，经过广大官兵的辛勤劳

动，1950 年，蔬菜、肉食和粮

食产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然而，“没有老婆安不下心，

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二十万大

军中不少人尚未婚配。决策者们

决定征召女兵来解决。

1950 年春，身为湖南浏阳

人的王震亲自写信给家乡的领

导——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

诚，希望协助招聘一批女兵，并

派新疆军区政治部领导熊晃将

军到湖南任招聘团团长。

1950 年初，《新湖南报》连

续刊登了招聘女兵的广告，长沙

市车站、码头及市内各主要路口

都扯起巨大横幅，号召女青年

参军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熊晃将军激情地说 :“你们

被录取后，将是毛主席家乡第

一代进疆的女兵，是亘古荒原

第一代开拓者。我们要在那里

盖工厂、办大学、建新城、办机

械化农场……你们是军队的女

儿，新疆需要有知识、有作为

的女青年去参加绘制最新最美

的画卷……”

长沙城里沸腾了。在校女生、

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去营盘街

47 号招聘团报名。她们从乡间、

从附近的县市、从遥远的大山

深处走来。有人瞒着家中父母；

有人偷偷在衣服口袋里装上石

头、秤砣，只为了体检时体重能

达标；有人甚至拿了姐姐的毕业

证书瞒过招聘团的同志。这一

切，只为了自己能顺利被筛选上。

她们是文化使者，
用湖湘文明滋润新疆

1950 年招收了3600 多名女

兵入疆，1951 年、1952 年又招

收了近 5000 名湘女，这便是“八

千湘女”的由来。

这些湘妹子，满怀激情告别

了养育她们的湖湘大地，奔赴

遥远的新疆。除少数女兵留在

军区直属机关，大部分女兵分

到天山南北二十二兵团垦区。

与后面进疆的山东、上海等

地女性不同，湖南的这“八千湘

女”，绝大多数是被称为当时社

会“稀缺资源”的学生女兵。湘

女群体贡献新疆的不止是优质

劳力和对男兵的婚姻，更有她

们的文化力。

新疆获得解放时，大多数农

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个别

地区存留完整农奴制。屯垦并

不是简单地开出荒田种出粮食，

更需要的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系

统积淀，完成新疆的整体进步，

最终稳固屯垦成果。

湘女们在边疆大漠上承担

起了先进文明传播的任务。第

一代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

女农技师、女拖拉机手、女文

艺兵……纷纷涌现。湘女们全

面改变了当地的诸多生态，并

将湖湘女性特有的“吃得苦、霸

得蛮、不怕死、耐得烦”的精

神带到新疆，使一个黄沙弥漫

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

明和理性的光辉。

她们是妻子和母亲，
把女性柔情献给新疆

湘妹子到达垦区前，这里

称得上是“男儿国”。“人民战士

来垦荒，就地取材盖营房，建

起排排地窝子，冬天暖来夏天

凉。扎根边疆搞建设，要在这

里入洞房。”这是当时垦区的顺

口溜。

“入洞房”道出了大龄指挥

员的心声。他们南征北战，戎马

多年，都老大不小，早该成家了。

如今垦区来了一批又一批有文

化、肯吃苦、妙龄可人的湘妹子，

便成了大家竞先追求的对象。

那时候，干部喜欢上哪个

湘妹子先要让组织上知晓，有

个不成文的程序是“组织牵线，

领导谈话，双方谈心，服从决

定”，不能乱来。八千湘女被招

入伍来到新疆，军人婚姻问题，

也就按职务、参加革命的时间，

一批一批解决。时不时领导会

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

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

样？这便是当时“二八五团”说

法的由来。

八千湘女的婚姻问题一度

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其中

出现的组织包办形式因为信息

不透明而受到外界指责和诟

病。但史料显示，最开始在基

层连队出现的急躁催婚现象被

军队高层获悉后，得到了制止。

部队进行了相关婚姻条例的专

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

则。

不少湘女在组织安排的多

次选择中，觅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如今，大部分在世的湘女

都认同一位叫戴庆媛的湘女姐

妹提出的说法：“我们的婚姻是

道德婚姻。”不过，道德往往意

味着牺牲与痛苦，最为典型的，

就是湘女们的丈夫基本都比她

们年长许多。时至今日，老伴们

往往先她们而去。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

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

的代名词。但湘女们一致认为，

她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以小

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屯垦戍

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

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欢离

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

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

做了男人们所作的一切，有许多

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

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少有

人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她们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

代母亲。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

后代，更是爱、宽容、坚韧和

大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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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市人来人往的

湘江风光带，有一块巨石屹

立在辛弃疾曾扎营的营盘路

湘江边上，名为“湘女石”。

这块重达百余吨的巨石产自

天山。都说湘女温柔多情，

为何以如此巨大的一块磐石

来铭记？

这块“湘女石”是为了

纪念 1950 年至 1952 年进疆

的湖南女兵而立，史称“八

千湘女上天山”。当年那些

聪明伶俐的青春少女，正是

从营盘街 47 号启程，踏上

了一条关于理想、信念与奉

献的征途。

六十多年过去，当年风

华正茂的湘女，有些已不在

人世，剩下的也均已是耄耋

老人。这些湘女，为了国家

的战略大局和新疆的繁荣兴

盛，把自己的青春、热血、

生命甚至子孙后代，都留在

了离家乡有几千公里之遥的

新疆。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

能再回到湖南。

天山巍峨，湘水奔流。

作为湘女们的豪情象征和精

神寄托，家乡人民从新疆采

来这块湘女石。她代替着远

在西域的近 8000 名湖湘女

儿，静静地聆听着母亲河亘

古不变的涛声。

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八千湘女用青春年华书写了祖国边疆的安宁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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