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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妇运百年
潇湘巾帼心向党 百年逐梦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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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0

扫一扫，分享湖湘妇运
百年更多精彩内容

大事记

故事汇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执行：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

新闻·女界

40 年前毅然丢掉“铁饭碗”，她自主创业成全国三八红旗手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她们抗争、拼搏，开拓、奋进，牺牲、奉献，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为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激扬巾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力，唱响巾帼之歌，抒写了一部壮阔的中国妇女运动史。

传承红色基因的湖湘女性，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当之无愧发挥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作用。
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推出“湖湘妇运百年”特别策划，全景式讲述 1921~2021年波澜壮阔的湖湘妇女运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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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改革开放对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要求，以及妇女学习文化

科学技术的迫切愿望，1985 年

省妇联联合省教育厅、省农业

厅、省总工会等在全省范围内广

泛开展妇女学文化、学科学、长

智慧、争贡献活动 ( 简称“双学”

活动 )。通过办夜校和实用技术

培训班，帮助妇女学习文化知识

和生产技术。

此后 5 年中，全省共办实

用技术班 23万多期，有400万

名妇女掌握 1～2 门实用生产

技术，涌现 180 余万名种养、

加工能手，200 余万名妇女年

纯收入超千元。在全省畜牧业

总产值 42 亿元中，妇女创造的

产值占 70％。

1989 年春天， 全国妇 联、

农业部等12 个单位发出通知，

号召在全国各族农村妇女中深

入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

比贡献竞赛活动，湖南省妇女“双

学”活动随之改名为“双学双比”

活动。

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大力组

织广大妇女发展庭院经济，营

造“三八”绿色工程。1990 年，

在全省 37万农村妇女中推广

地膜玉米、杂交水稻、病虫害

防治等 30 余项农业科学技术。

各级妇联围绕全省实施农业

发展规划的主体工程，动员妇

女开展“庭院大联赛”“吨粮

田开发赛”“金花（油菜）赛”“银

花（棉花）赛”等双比竞赛活动。

至 1992 年底，全省以妇女

为主，人均纯收入一千元以上

的庭院经济户达 417 万户。

1979 年 2月26日至 3月

1日，湖南省妇联在长沙召

开第五届一次常委（扩大）

会议，研究妇联工作重点转

移问题。时任省妇联主任曹

瑞武在会上强调，要把妇联

工作的着重点从长期地、不

间断地抓阶级斗争和搞政治

运动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并且用现代

化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武

装妇女干部、群众，在国民经

济建设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省

妇联要求各级妇联坚持以生

产为中心的方针，积极组织妇

女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

道路，并推广株洲市荷花公

社白马龙大队农副工全面发

展的经验，组织186 名省、市、

县妇联干部到白马龙大队参

观学习。

白马龙大队办了大小 17

个厂，妇女由原来搞工业

的 19 人 增 加 到 112 人， 占

工业劳动力的 48％；搞副

业的女劳动力占 61.5％；搞

农业的女劳动力减少了，只

占 39.5％。14 个生产队，队

队办起了幼儿园，收托幼儿

108 人，使 137 名妇女从全

天陪伴小孩中解放出来。

此后，全省开展了学习白

马龙竞赛活动。各级妇联从

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

妇女广辟生产门路，积极办

好适合妇女特点的“三八”专

业生产组织，科学安排劳力，

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

发展猪、羊、鸡、鹅、蜂等

养殖业。同时大力发展编织、

刺绣、采集、加工等副业生产，

特别是恢复了妇女具有专长

的传统手工业，如湘绣、编竹

席等，固定妇女劳动力进行

专业生产，或以社队集中经营，

或小型分散、定额计件包到

人，既保证集体和社员增加

收入，又保证出口的需要。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期妇女工作的任务是执行党的基

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妇女工作，全面提高妇女素质，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积极贡献。

从农林牧副渔到乡镇企业，湘妹子大显身手
1978 年 1 月，湖南省妇联推广了株洲市荷花公社白马龙

大队农副工综合发展的经验，恢复了妇女的传统手工业生产，

使全省从事副业和工业生产的妇女达 52.4 万人，占全省工副

业生产人数的 33％。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广大妇女掌握了自己安排生产的主动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从农林牧副渔到乡镇企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大显身手，涌

现了一批率先致富的女能人。

株洲这个公社，为何引来全省各地争相竞争学习

一起“学文化”，77万名妇女脱盲
1979 年，湖南省妇联与省教委联合开展了妇女扫盲教育。1985 年，省妇联与省教委、省农业厅、

省科委等 8 家单位联合开展“两学”活动。到 1989 年，“双学双比”成员单位扩大到 18 家。5 年中，

全省共举办扫盲班 4 万多期，150 多万名妇女参加“学文化”，77 万名妇女脱盲。

1987 年 9 月 8 日，在法国巴黎国际扫盲日的庆祝会上，国际扫盲评奖团授予湖南省妇女联合会“野

间扫盲荣誉奖”奖章。

1990 年全省以妇女为主经营的庭院经济开发户达 30 万户，占全省庭院经济开发户的 60％；1000

多万名妇女投入植树造林，创办“三八”绿色工程基地 4400 多个，面积达 40 万顷。城镇妇女广泛就业，

据 1989 年统计，全民单位女职工达 138.7 万人，集体所有制单位女职工达 58.7 万人，涌现了一批精

明能干的女厂长、女经理。

勤学习！400万名妇女掌握多门技能故事汇

这一 时期， 一大

批文化技术素质较高、

有胆有识的女职工发

奋 图 强， 脱 颖 而出，

成为精明能干的女厂

长、女经理。

长沙卷烟厂副厂长

李时红、株洲电焊机

厂厂长柏笑雄、长沙

东风制药厂厂长易仲

明、衡阳制药厂厂长李

风芝、中国纺织品公

司湖南分公司经理罗

爱莲、浏阳秀山服装厂厂长黄金

莲、长沙毛巾二厂厂长曾嵘、衡

阳电缆厂厂长杨碧霞等就是其中

的代表。

1987 年，株洲苎麻纺织印

染厂厂长丁镇华和衡阳变压器厂

厂长杜聆被评为“全国优秀女企

业家”，她们领导的工厂被评为

国家二级企业。此后，又有长

沙卷烟厂副厂长李时红、湖南

农药厂厂长眭宝华等相继被评为

“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全省于

1988 年 10月成立了女企业家协

会，共有会员60 余人。她们互

相交流经验，互相帮助，在经济

建设中做出了贡献。

1984 年以后，企业实行优

化劳动组合。由于女职工文化素

质低的较多，未被组合而被编余

下岗的也相对较多。1985 年，据

省总工会统计，益阳、衡阳、株

洲、邵阳、娄底、怀化、零陵

等 8 个地级市下岗的女职工就

有6235人。

各级妇联与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广辟

生产门路，发展第三产业，帮

助下岗女工再就业。有的女职

工解放思想，离厂离岗自谋职

业。全省自谋职业的女个体户

达 50 余万人。

长沙市胜华化工厂

职工逯复兴最先丢掉

“铁饭碗”。1981年 9月，

在工厂改革调整开始

时，她毅然辞职，与几

个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

集资1500 元到浏阳沙

市镇办起 200 平方米的

养鸡场。仅一年多时间，

就出售湘黄鸡 1.3万多

只，产值 5万多元。

1985 年，鸡场迁至

水电齐备、交通方便的长沙市东

郊周家山，扩建成一个现代化的

养殖场，到1990 年年利润达 30

多万元。

1989 年，逯复兴作为湖南

省民营企业家唯一代表出席全

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被评为

“全国三八红旗手”和“湖南巾

帼十杰”。

有胆识！一大批女企业家脱颖而出

1979 年，由于扶植农副业生产，市
郊鱼、家禽等产品得到了极大发展，
市场也呈现了繁荣景象。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1981 年，正在缝纫的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