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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成立         周年特别报道

妇联推广全省首位“女社长”经验后，
她们成了生产能手

1953 年，湖南省民主妇联正式成立；2023 年，湖南省妇联成立 70 周年。
为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湖南妇女工作取得的辉煌成就，回顾湖南妇联组织发展的光辉岁月，激励新时代妇联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推出“七十芳华正青春——湖南省妇联成立 70 周年”专栏报道及 VR 云展厅，全景式、多维度、立体
化讲述湖南省妇联 70 年发展历程，生动展现一代又一代妇联人用丹心和汗水浇灌妇女事业之树，书写无限忠诚、接续奋斗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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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议

提到“把妇女劳������劳������，�������1952年，�������劳������，�������1952年，������劳������，�������1952年，���劳������，�������1952年，�劳������，�������1952年，�

南省�民政府发布《关于推广劳�互助，加强����的指示》�

1952年 4月，省民主妇联筹委会召开专区、县妇联主任联席会，提出今

后妇女工作任务要以生产为中心，发�妇女参加互助合作和生产�同年7月，

又召开生产重点乡妇女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发�妇女参加生产、互助�的问题�

会后，发出《农村妇女参加互助�和秋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各级妇联根据

通知精神，做了大量的��发�工作，�妇女参加互助�的�数不断增加�

到1952年底，全省 2980 个男女混合互助�中，女�员达 16.2 万，占

�员总数的37%�全省第一个互助�——韶山互助�就是由妇女刘秀华等3

�带头建立的�

【大事记】

【故事汇】

整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彭敏

 1954 年，湖南省民主妇联

明确农村妇女工作任务是发动

妇女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走社

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在农业合

作化运动中，省民主妇联把工

作重点放在教育妇女刻苦学习

和钻研生产技术上，教育妇女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提高

劳动效率，动员妇女学习各种

适合于妇女操作的农业和副业

生产技术，并且有计划地培养、

训练农、林、牧、副、渔等各

方面的妇女人才。

 1956 年 3月8日，全省农

村妇女积极分子大会在长沙开

幕，出席大会的有农村各方面

的��妇女� 5��人。会上���妇女� 5��人。会上�

彰的长沙县天华农业社社长彭

梅�、养猪模范何吉�、湖南

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社社长康菊

英等 2� 多个劳动模范，都是

学农业技术的带头人。其中，

康菊英领导的衡山县祝融峰农

业社，建社前只有康菊英一人

会农业生产技术，办社一年后，

全社有 3� 名妇女学会了插秧、

薅田、割禾；第二年有 9� 多

名妇女学会了主要农活，其中

9 名妇女学会了全套犁耙功夫；

转为高级社后，大多数妇女都

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如打稻

机、抽水机等。

 1956 年秋，湖南已基本

实现农业合作化，按劳取酬的

分配原则也逐步实现，因而激

发了妇女学习农业技术、参加

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如在

饲养生猪方面，基本上是以妇

女为主。为了加工饲料，望城

县组织妇女学习使用粉碎机、

水碾、水臼等。该县回乡女知

青冯健大胆创新，试制成功滚

筒式切碎机，加工萝卜，由原

来每人每小时切 5� 多斤提高

到 12�� 斤，提高工效 24 倍。

通过学习和培训，有些妇女还

掌握了防治猪瘟等疾病的方

法。全县当年出栏生猪39万头，

95% 是妇女在家庭饲养的。宁

乡县流沙河公社 183 个养猪场

都配有女场长；有饲养员 2333

人，妇女占 7�%；13� 名人工

授精配种员，其中妇女127人。

该社大搞技术革新，养猪实现

了运潲车子化、用水自流化，

完全改变了肩挑手提的做法，

提高了工效。

 在各级妇联的努力下，全

省城市妇女参加红专学校学技

术的达 13万余人。在大闹技

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热潮中，

妇女破除“女不如男”的自卑

心理，刻苦钻研，努力学技术，

争当生产能手。有文化基础的

妇女通过学知识学技术，被提

拔为技术员和工程师。据县以

上厂矿企业不完全统计，荣获

三八红旗手、女能手、先进生

产者称号的妇女�有4万多人。

株洲苎麻纺织厂女工大搞技术

革新，集体攻关，制成了快速

脱胶机，提高工效一倍，一年

可为国家节约 64万元。全厂81

名女工搞技术革新155 项，人人

均 1�9 项。1�9 项。

 1958 年 9月，为了促进妇

女学技术，省妇联发起了“百

万妇女生产能手运动”，很快

得到广大妇女们的响应，全省

涌现出1�� 多万名技术革新能名技术革新能技术革新能

手和高额丰产能手。同年11月

21日，省妇联召开了全省妇女

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

大会，�彰各类妇女积极分子

887人，并推举 1�6 名参加全

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代�大会的代�。

 

 1953-1954 年，为适应互助

组向农业社的转化以及农业生产

发展的需要，省民主妇联加强了

对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发动，先后多，先后多先后多

次召开重点乡女社长座谈会，探讨

妇女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问题，总结推广了全省第一个初

级农业社社长康菊英创办农业社

的经验。

 从童养媳成长为全国劳动模

范，康菊英的一生是一部感人的

无私奉献史。

 1922 年 4月，康菊英出生在

衡山县横岳乡（今店门镇）祝融村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 年 9月，

康菊英因抗灾度荒�现突出，被

选为省首届农业劳动模范，出席

全国第一届工农兵劳动模范代�

大会。1951 年 4月，康菊英找来

4户邻居，建起了衡山县第一个农

业生产临时变工组，翻开了衡山

县互助合作历史的第一页。

 1952 年春，康菊英带头发动

6户贫农和 4户中农组成衡山县第

一个常年农业生产互助组，她任

组长。全组�有水田1�7 亩，男

女劳力 16人，牛 5 头，犁 12 架。

组里实行“土地私有，个体经营；

长年互助，统一排工；耕牛农具，

按价评分；死分活记，年底结清”

的一套办法。秋收以后，互助组

平均亩产 531斤，比单干时增产 4

成。这就吸引了其他个体户，纷纷

要求成立互助组。

 1953 年 1月，康菊英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产党。她经过艰苦

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于1953 年

3月 8日建起了全省第一个农业

社——康菊英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湖南日报》还发�了《祝贺

衡山县第一社的诞生》。这一年，

全社 117 亩水田，比互助组时多

收 75�� 斤，比当时全乡最好的互

助组产量高 9%，比最好的单干户

高 28%，每个劳力分稻谷18�� 斤。

 1954 年 9月，康菊英参加了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她

识字不多，但对农村情况很了解，

每次小组讨论，总是积极发言，给

本组同��下了�刻��。�她组同��下了�刻��。�她同��下了�刻��。�她

终生难忘的是，一次休会时，她

和著名电影演员、湖南代�白杨

相约到毛主席家做�，毛主席还做�，毛主席还�，毛主席还

�她们吃中饭。

 1955 年春，康菊英农业社进

一步扩大，成为全县最大的初级

社。这年，她又带头转高级社，以

她这个社为基础，吸收邻近的几个

初级社，组成衡山县第一个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祝融峰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康菊英再次当

选为社长。

1953-19
78 ③

她是全省首位农业�����������������

1952 年 5 月，
康菊英率先
成立衡山县
第一个常年
农业生产互
助 组。 照 片
为互助组全
体 组 员， 前
排左二为康
菊英。（资料
图）

各级妇联宣传发动，全省���越来越多
 除了康菊英，省民主妇

联当时还大力宣传了特等模

范互助组组长漆敬�、长沙

县天华乡农业社社长彭梅�

的先进事迹，通过这些先进，通过这些先进通过这些先进

典型教育妇女、培养骨干，

推动合作化运动。据统计，

在 1954 年秋建立的 3���9

个初级农业社中，有女骨干

44�72 人，其中女社长 421

人，女副社长 84�6人。

 1956 年 2 月， 中 � 中

央和省委指示，要求每个

乡、社配女副乡长和女副社

长。湖南各级党委非常重视，

各级妇联积极主动宣传发

动，使湖南省女副乡长、副副

社长队伍迅速扩大。按当年

8月6 个专区 35 个县1个市

28611 个初级社的统计，有

女社长 1821人，女副社长

11796人。

 1958 年 2月，省民主妇联向

省委写出《关于进一步提高妇女

劳动效率参加生产大跃进的报

告》。2 月13日，省委批转了此

报告 。4月初，据对全省 61 个

县不完全统计，妇女常年出工人

数达 59� 多万人。各地出现不少

“妇女社”“妇女塘”“妇女林”“妇

女路”。

省妇联发起�百万妇�生产能手运动�

1 9 6 2 年 ，
在社会主义
建 设 时 期，
妇女们争先
充 当 主 力
军，图为公
社女社员们
正在组织开
会讨论，怎
样更好地为
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

1955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对
女社长康菊英的报道书籍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