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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讯 ( 通讯员

黄又生 黄波蜜 )“通

过‘百企联村’巾帼扶贫工

程，全县有 17000 多名留守妇女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7 月 16 日，正在

了解“百企联村”巾帼扶贫工程实施

情况的邵阳县妇联主席向丽洁透露。

邵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每年外出经商务工人数在 20 万

左右，留守儿童 6 万人左右，空巢老

人也不在少数。为此，一些外出妇女

不得已相继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同

时，在该县“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号召下，在外经商或打工多年的妇女

回家乡投资建厂。到 2017 年底，全

县返乡创业女企业家达 80 余人。该

县妇联抓住这个契机，推出“引资入

村，送技助农”的“百企联村”巾帼

扶贫工程，倡议女企业家每人对接帮

扶一个贫困村，用活巾帼扶贫培训项

目，对留守妇女进行岗企培训，然后

安排进企业上班，人均月工资在 3000

元左右。

话改革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通讯员 徐艳萍 ) 
7 月 14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妇联基层组织

区域化建设现场工作会在梅湾街道举行。

会议学习了区域化建设的意义，参观

了街道和社区区域化建设工作，观摩了

街道妇联执委会。其中执委会一方面进

行了会改联工作的回头看，对街道妇联执

委进行了妇联知识测试，一方面安排了街

道妇联区域化建设的具体工作。   

区妇联主席贺玲玲介绍，该区各乡镇

街道已经建立了由一名主席、三名兼职副

主席、25 名执委组成的组织机构，现力

争打破行政壁垒、行业分割，构建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全区覆盖的网络化组

织体系，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延伸妇联

组织工作和服务的领域，实现“上面一条

线，下面一张网，身边一个家”的基层

妇联组织新格局。梅湾街道作为冷水滩

区的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的试点，多次

得到了省妇联的肯定。

邵阳县“百企联村”巾帼扶贫惠及数万妇女

冷水滩区举行区域化建设现场工作会

她让革命女杰从故纸堆里“活”过来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欧阳婷

6 月下旬，湖南
省第一本专门讲述革
命女性的传略《傲雪
红梅——株洲革命女
杰传略》（以下简称

“《傲雪红梅》”）出版。
书中记录了在株洲成
长或在株洲活动过的
为女性解放做出贡献
的 40 位 革 命 女 杰，
其中不乏秋瑾、张挹
兰、缪伯英等耳熟能
详的名字，而更多的
名字则只出现在株洲
各地的党史、县志里，
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这些陌生的名字，
是怎样再次鲜活、立
体地出现在大众眼前
的？ 7 月 15 日， 在
株洲市委党校，该 书
作者、党校教师陈丽
霞向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讲述了她与“株
洲革命女杰”的不解
之缘。

近几天，株洲市委党校教师

陈丽霞包里随时都放着几本《傲

雪红梅》，“同事和朋友知道我的

书出版后，都向我要来阅读”。

7 月 1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株洲市委党校见到陈丽

霞时，她专门提了好几本《傲雪

红梅》来到办公室。

为何会想到要编著一本关于

株洲革命女杰的书呢？“研究株

洲妇女解放运动是我一直以来的

梦想，也是我的一个‘心结’。”

陈丽霞回忆，从大学起，她就将

自己的研究方向确立为“家庭与

妇女”，并且积累了厚厚一沓资

料。1984 年 毕业 后，陈丽霞 进

入株洲市委党校，成为了一名哲

学教研组的老师，负责教授马克

思主义原理等相关课程，同时研

究株洲妇女解放运动。

但在 1994 年，陈丽霞静而

思动，在当时的“下海”热中，

选择停薪留职，投身经济建设

的大潮。陈丽霞先后在株洲、北

京等地工作，做过广告策划，开

过精品店、湘菜馆，自认为“不

会赚钱”的她在 1997 年的时候，

全款买了一套复式商品房。

“2004 年的时候，我的一个

朋友给我题词‘莫忘初衷’。因

为，他知道我一直想着要研究株

洲妇女解放运动。”2005 年，陈

丽霞回到株洲市委党校，重新开

始进行学术研究。

2016 年， 陈 丽霞 正 式向株

洲市委党校上报了自己牵挂了 30

年的课题，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

力支持。“随着搜集到的资料越

来越多，我发现有很多在株洲成

长或在株洲活动过的女杰为女

性解放做出了贡献，便决定先整

理一本革命女性的传记出来”。

让陈丽霞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位革命女杰是中国同盟会的

女性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株洲醴陵人王昌国。

陈丽霞回忆，查找资料时，

有关王昌国的记载很少，只在一

本记载湖南近代百年风云人物的

书中有一百来字的介绍。意识到

王昌国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妇女

运动领袖，陈丽霞开始在史料

记载和网上寻找关于王昌国的消

息，但像“大海捞针一样”。偶然，

陈丽霞发现女权运动先驱唐群

英和王昌国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曾一起赴日留学。于是，陈丽霞

通过阅读唐群英的传记了解到了

更多关于王昌国的信息。

为了验 证 这些信息是否准

确，陈丽霞继续查阅资料，并

在网上发现一篇王昌国族人所

写的《醴陵王氏家族第 22 代孙

王昌国曾两次东赴日本》一文。

抱着 试试的态度，陈丽霞

来到醴陵市东富镇西林村实地

走访。这里是王氏家族的聚居

地，族人较多，但因为年代久远，

王昌国已经鲜为人知，陈丽霞只

好一家一户询问，都没有结果。

就在陈丽霞准备放弃时，她从

一个在路边打牌娱乐的老人口

中得知，老人曾经参与修订族

谱，知道王昌国的一些事情。通

过这位老人，陈丽霞找到了王

昌国的孙子、75 岁的李正贤。

由于李正贤定居江西，陈丽

霞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对方。就

在通话过程中，电话那端突然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质问陈

丽霞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打听王

昌国的事情，随后电话挂断了。

后来陈丽霞才了解到，对方

“之前就已经接到过类似的陌生

人电话”，而且有些陌生人的意

图并不友好，加上年代久远，李

正贤的家人对王昌国的记忆并

不深刻，因此，他们对打电话

咨询王昌国的人抱着极强的戒

备心。不过，通过李正贤仍在醴

陵的亲友解释一番后，双方解开

了这个误会。

正因为有了深入的走访，陈

丽霞在《傲雪红梅》中有关王昌

国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从最

初可查的百来字扩充到了 10 页

文字。

虽然调研的过程十分辛苦，

但陈丽霞也因此和许多革命女

杰的后人成为了好朋友。在完善

黄埔女兵谭珊英的资料时，陈

丽霞与谭珊英 80 余岁的儿子陈
洣加成为了微信好友，并且经常

互动。

拿着新出炉的《傲雪红梅》，

陈丽霞坦言，她自己并不是很满

意，如果要给《傲雪红梅》打个

分，“刚刚到及格线吧，因为有

太多的遗憾了”。陈丽霞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傲雪红梅》

主要讲述了40 位女性人物，而

在她的计划中，这个数字应该

要更大。

出书前，为了能够挖掘到尽

量多的女性人物，陈丽霞翻阅

了株 洲 4 区 4 县 1 市自辛亥 革

命以来的相关资料。“只要是党

史、县志这些资料里面出现的

女性名字，我都记下来，做成了

一个名册，根据名册上的名字

一个个查找资料，并且下乡走访。

但有很多人因为资料的不齐全，

甚至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姓，

我没办法把她们写上去。”

株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毛腾飞在看到这本书的

样稿后，非常热心地为《傲雪红

梅》写了序。在序中，他这样评

价该书 ：“是开展主题教育的好

教材，同时弥补了株洲妇女运动

和革命研究的空白。”

接下来，陈丽霞计划继续寻

找更多为株洲、为中国革命做

出贡献，但被时间遗忘的女性

人物，继续研究“株洲妇女解放

运动”，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让英雄不被时间遗忘

与众多女杰后人成为好友

2016 年，时任株洲市妇联主

席杨爱云来到市委党校学习，陈

丽霞向她说了自己的想法，杨爱

云听完以后“非常激动，马上答

应”，并且承诺有什么需要，可

以随时找妇联的人帮忙。

“妇联的领导干部都非常配

合，经常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帮我。”

陈丽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17 年株洲市妇联换届后，新

任市妇联主席邹展晖也对她的

这项工作十分支持。

有一次，陈丽霞在株洲市妇

联的介绍下到省妇联查找相关资

料。省妇联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

她，并将省妇联当时唯一的一本

相关史料借给陈丽霞，让她带回

家好好研读，不必担心还书的时

间。后来这本书为陈丽霞编写《傲

雪红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比起那些能够买到或者借阅

的书籍，陈丽霞接触更多的是妥

善保存的资料和价值珍贵、有近

百年历史的书籍，按照规定，这

些资料都不能带离保管的地方。

为了能够深入研究，陈丽霞用手

机把资料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回

家后再依次打印出来仔细阅读，

并且根据资料的内容，一一分好

类别，用文件袋装好保存。

同时，陈丽霞经常利用空余

时间，独自开车来往于醴陵、茶

陵、攸县等地的图书馆、档案史

志局、政协和妇联等单位，查找

资料。周末的时候，陈丽霞就去

往农村，实地调研访问。有一次，

陈丽霞在乡村走访时，一部存满

资料的手机不小心被人偷走，至

今还觉得惋惜，“当时我要是学

会如何保存到电脑上就好了”。

妇联姐妹齐相助

征战商场又回书房A

B

C

D

以文寄情 , 以史写心——

扫一扫，
为革命女杰点赞

陈丽霞在书房里为接下来的研究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