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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出品 今日女报 / 凤网制作

第⑦期·传承篇 三八红旗手
寻访

专题报道

编
者
按

妇女主任抓生产和管理
“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

田冬凤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虽然出生于 1942 年，

但记忆里没有太多关于战争

的 事情。 作为家 里的老幺，

她在父母和 3 个哥哥的照顾

下，顺利长大。

初中毕业 后，田冬凤回

到农村。1966 年，作为当时

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她被选

举为麻阳县尧市人民公社（现

属麻阳苗 族自治县尧市镇）

妇女主任。

“那时候的妇女主任地位

很�，在��� ��，妇女�，在��� ��，妇女，在��� ��，妇女在��� ��，妇女

主任是有发言权的。”田冬凤

说，这是因为“只要是和妇

女有关的事情，妇女主任都

要管”，所以，虽然当时她的

主要工作是向广大妇女宣传

�中央的政策，但其实“生产、

管理都要抓”。

1969 年，田冬凤被调到

文昌阁人民公社开始了她的

第二个妇女主任任期。在这

里，她一干就是十年。

到�世 纪 70 年 代中期，

麻阳县�决定发展经济作物

的种植，在经过一番调查讨

论后，最终决定种植蜜桔和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湖南省妇联在全省开展了以“巾帼初心耀三湘”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继“红色湘
女故事汇”之后，从今年 7 月起，我们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传承篇——寻访湖南“三八红旗手”专题报道。为此，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走遍三湘大地，讲述开始于 1960 年的三八红旗手和红旗集体故事，展现她们的无私与奋斗、初心与热血，
彰显昂扬于时代潮头的湘女风华。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凤的故事。��凤的故事。的故事。

香桃，并将文昌阁作为试点单位。

田冬凤告诉记者，当时整个

文昌阁人民公社不过 10 �干�，人民公社不过 10 �干�，

每 个 干 � 都 要驻 点一 个大队。

田冬凤驻点在关塘大队，“吃住

都在社员家里，每餐饭要交两

角钱和半斤粮票”，当时，田冬

凤一个月只有 40 斤粮票，30 元

的工资。

田间的劳 作任 务很 重， 因

为“关塘大队地多人少，人均水

稻种植面积达到一亩以�”，但

在接到种植蜜桔和香桃的任务

后，田冬凤带领社员到荒山开垦

梯田，挖坑、施肥，种植了�百

亩的果林，“种植的树苗是从外

地调来的，有三尺多�”。树苗

种下后，又要数着日子进行剪枝、

灭虫。

“物以稀为贵。当时文昌阁

的蜜桔在全县都很有�。”田冬

凤自豪地说，那时桔子 � �钱一那时桔子 � �钱一桔子 � �钱一

斤，每个人能够吃到的

桔子都有固定的指标，

“乡镇干�最多只能买

50 斤，普通社员一 个

人可以买 5 斤，剩下的

由供销社卖到外地”。

而且，“当年能够吃到

的零嘴很少，我 10 月

初 买 的 桔 子，11 月不

到就被家里三个孩子

吃完了”。

小档案

创新调解工作，
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

除了负责生产活动，大队里

的妇女产生了矛盾，田冬凤也要

管，“ 不管什么 原因发 生争 吵、

打架斗殴，我们都要前去调解”。

“那个时候，跟离婚有关的

调解非常少。”田冬凤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大家的主

要精力都放在提�生产�，家里

的�工比较明确，到妇联寻求帮

助，想要离婚的夫妻“几年都没

有一例”。

因此，田冬凤现在还记得当

初为一对想要离婚的夫妻作调解

的事情。丈夫怀疑妻子出轨，妻

子据理力争后，丈夫依旧不信，

并多次在行为�侮辱妻子。妻子

忍受不了，跑到公社，告诉田冬

凤，她想要离婚。

听完女方的讲述，田冬凤很

愤怒。没想到，男方也很快赶了

县政府信访办公室，成为了一

�接待员。

田冬凤回忆，当时办公室

里有 5 �工作人员，一年下来，

需要接待近两百起调解案件。。

其中，她最关注的还是婚姻调

解。

“那时候离婚都要经过调解

才能离婚，不像现在，说离就

离。”�因为�此，�起现在的�因为�此，�起现在的因为�此，�起现在的

离婚话题，田冬凤认为 ：“离婚

率�，不仅对社�造成隐患，

而且对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多

负面影响。”因此，她非常赞同

全省妇联系统�在开展的有关

婚姻家庭纠纷预防调解的服务

工作网络建设。

19�9 年，田冬凤的丈夫因

病去世，家里也因为这笔治疗

费多了许多债务，为了快速还

清欠 款，她申请了停 薪留职，

下海经商。

“我就是在麻阳收购冰 糖

橙，运到北京去卖，然后在北

京购买新鲜的东西，运回麻阳

销售。”田冬凤说，麻阳的冰糖

橙非常有�，�果运气好，一

个来回可以挣到 2000 元，“当

然，一般都是赚几百元”。

3 年后，田冬凤还清债务，

并选择复职，回到信访办继续

�班，直到 1999 年退休。

2010 年，田冬凤因为脑溢

血造成半边身子瘫痪，在子女

的照顾下康复后，她又回到了

自己家。�今，田冬凤除了走

路有点跛脚之外，恢复得与常

人无异，“每天做做家务、喂下

鸡鸭、爬爬山，生活很充实”。

扫一扫看视频，分享
田冬凤的人生故事

“我现在还喂养二十几只鸡和鸭子呢，之前还养了 3 头猪，只是干不动了，就没有继续养了。”想不到，77
岁的��凤退休后，居住在县城的她，生活乐趣竟然是饲养。或许，这正是她对过去那段青春岁月的最好怀念。

��凤是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井禾镇人，当了 20 年的乡镇妇女主任，1985 年 3 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
旗手”。

8 月 1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妇联办公室，见到了��凤，听她讲述那些年在乡镇当
妇女主任的峥嵘岁月。

扫一扫，分享三八
红旗手时代风采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周纯梓

麻阳县第一间调解室由她创建

过来，却一直支支吾吾，不肯说

话。细心的田冬凤“后来私下里

问他，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后悔，

不想离婚了”。

于是，田冬凤又找到女方，

传达了男方的意思。看到女方也

冷静下来，田冬凤重新开始劝解。

最终，两个人和好，一起回家了。

19�0 年， 田冬凤 被调 往谭

家寨乡担任妇女主任，“当时寻

求妇联帮助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大伙，田冬

凤在谭家寨乡禾塘头村专门腾出

了一间办公室，添了几把凳子和

一张桌子，再放了个书柜在墙角，

布置成麻阳县第一个“调解室”。

每当有人前来寻求帮助时，她�她��

可以在调解室里开展工作，同时，

可以记录在册，以�查看。

“刚开始，调解室调解的主

要是邻里纠纷。”田冬凤说，随

着家庭责任联产承包制的落实，

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对于自

家土地生长出来的果树或者粮

食作物有了更强的保护意识，也

就产生了一些纠纷。

凭借在调解工作中的创新，

田冬凤在 19�5 年获得了“全国

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还到还到到

北京参加了颁奖仪式，受到了乌

兰夫、习仲勋、王震、康克清等

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

为还债，她下海经商三年
19�6 年，在担任乡镇妇女主

任 20 年后，田冬凤调到了麻阳

��凤，1942 年出生于怀化市麻阳

苗族自治县，1966 年参加工作，担

任了20 年妇女主任，打造了麻阳的

第一个调解室，1985 年获评“全国

三八红旗手”称号。

如今的田冬凤。。

1985 年，田冬凤到北京参加“全国三八红旗手”表彰大会，受到了乌兰夫、习
仲勋、王震、康克清等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

年轻时的田冬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