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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成立         周年特别报道

省妇联编写《妇女英雄谱》，“铁姑娘队”如雨后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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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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6月，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1965 年 2 月16日，全国妇联号召农

村妇女都要“以大寨为榜样，以大寨妇女为标

兵”。

1966 年 2月21~26日，湖南省农村社会主

义建设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湖南省委

第一书记张平化出席并讲话，省妇联主任罗秋

月作报告。

1976 年1月，湖南省妇联按照全国妇联要

求，总结推广安乡县在建设大寨县中发挥妇女

组织作用的经验。

1977年 2月8日，湖南省妇联在长沙召开

参加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妇女干部座谈会。

【大事记】

【故事汇】

整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杨柳

1966 年 2月21~26日，湖南省妇联在长

沙召开全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妇女积极分子

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284 名，其中先进集

体代表 409 名、先进个人 875 名，还有 210

名专区、市、县妇联干部列席会议。

会中组织参观了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

馆和大寨展览馆，要求把学大寨运动落实到

基层。省妇联还选择了宁远县中和公社建设

大队贫协主席罗满秀、武冈法新公社太平大

队妇女主任唐鸾姣、零陵接里桥公社画眉大

队北斗边生产队队长陈桂花等 9人的先进事

迹编成《妇女英雄谱》小册子，供各级妇联

组织向妇女群众宣传。

 1973 年省妇联组织得到恢复，同年 9月

23~27日召开了湖南省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

省妇联主任罗秋月在工作报告中对全省妇女

在农业学大寨中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

高度评价，确定妇联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组织

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的群众运动，并强调各级妇联组织要关

心和解决妇女的切身问题。之后，铁姑娘队

如雨后春笋，妇女试验田遍地开花。如1973

年，邵阳专区就建立铁姑娘战斗队72万个、

妇女科研小组6万多个、种实验田14.3万亩。

省妇联编写《妇女英雄谱》做宣传

农业学大寨，她们组织了“妇女突击队”

组“三八”科研小组种田，她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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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

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

运动。1965年2月16日，全国妇联在“三

八”通知中要求“农村妇女都要以大

寨为榜样，以大寨妇女为标兵”。1966

年 2 月 8 日，全国妇联发出纪念“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号召书，号召全国妇

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庆

和大寨妇女为榜样，为实现第三个五

年计划而奋斗。

 她们在劳动中组织了“妇女突击队”

“铁姑娘队”“红色娘子军连”等，在治

山、治水、治田及植棉、造林等生产方

面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1968~1972 年，湖南全省组建各

类妇女专业场队数十万个。据有关资

料记载：农业学大寨中古丈县组织了

7000 多个“铁姑娘战斗队”“红大娘战

斗队”和“婆婆组”，年均出勤 260 天

以上；桃源县 4.4 万名妇女种“三八”

跟班田 3.27 万亩，建立“三八”科研

组（队）7008 个，“三八”茶林场 144 个。

 安化县自1970 年至 1977 年，办起

常年性的妇女专业队450 多个，临时性

的妇女专业队 350 多个，女队员达 1.3

万余人；共开田土1.19万亩，改造低产

田3100亩，开辟新茶园和改造老茶园2.7

万余亩，植树造林 1.2万多亩。1978 年，

向国家交售茶叶1.6万担，木材一千多

立方米，总收入 330 多万元。该县县

妇联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这段时期，在全省比较有名的“三

八”场队还有零陵县大庆坪公社 21 名

女青年组成的“铁姑娘战斗队”。这支

队伍 1970 年冬组建，她们在地下引水

工程建设中，和男社员一道，下阴河、

凿岩洞、开渠道，艰苦奋战三年，在

地层深处筑起了一座高 25 米、宽 6 米、

厚7 米的石头大坝，锁住了一股能灌溉

5000 多亩稻田的阴河水，凿通了600

多米的岩石隧洞，被誉为公社水利建设

中的“英雄姐妹”。

从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成长为中

共中央候补委员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获得者，谭文贞的经历堪称传奇。

1943 年出生的谭文贞是株洲市攸

县桃水镇桃水村人。上世纪六十年代，

桃水生产队有 200 多人，而水田只有

90 多亩。

 为了夺取粮食高产，1964 年，谭

文贞组织生产队几位女青年成立“三八”

妇女科研小组，开展农业科学试验。

 为了保证温室育秧成功，谭文贞和

伙伴们日夜守护在温室旁。一天夜晚，

正值谭文贞和另一女青年值班。忽然

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大风掀开了温

室顶棚的塑料薄膜，谭文贞冒着倾盆

大雨，爬上温室顶棚盖天窗。不久，塑

料薄膜又破裂。如不及时抢护，低温

将使秧苗全部烂掉。谭文贞火速赶到

家中，将在床上熟睡的小孩抱到牛棚间

的稻草堆上，把床上所有的大小草垫，

全盖在温室顶棚上，从而确保了秧苗

无损。

 禾苗返青后，防治病虫害是夺取粮

食高产的关键。有一段时间，为了掌握

粘虫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谭文贞和她

的伙伴们坚持每晚在田间观察，连续

在田塍上睡了十多天，终于找到防治粘

虫的最佳时间。靠近牛棚、猪圈的水田

种水稻，常常是好苗无好谷，谭文贞仔

细分析，发现是土壤含氮量过高，而磷

和钾成分太少。于是，她发动群众突击，

每亩掺上1000 担山泥，从而改善了土

壤结构，使之变成了高产稳产田。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谭文贞等 9 名

妇女组成的“三八”科研小组进行了30

多项科学试验，到1972 年时，该生产

村成为湖南省粮食平均亩产最高的生

产队。

 组长谭文贞因为科学种田成绩突

出，在 1973 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湘潭地区妇联

副主任、省妇联常委。后来，她当选为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攸县县委

副书记。1978 年，谭文贞被评为全国

三八红旗手。在她兼任鸭塘铺公社党

委书记期间，5 年里，全社粮食总产量

由 2680万斤提高到 4890 多万斤，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由60 元增加到130 多元。

1977 年南方水稻工作会议召开时，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鸭塘铺视察，

高度赞扬了谭文贞的做法。

种棉花、养猪，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湖南广大农村妇女与男社员一道，积极

生产，还有许多地方妇女成为田间劳动

的主要劳力。

临澧县新安公社下洞坪大队党支部

书记李二秀，组织队里7个女青年成立

刘胡兰小组进行科学种棉试验。她们

学习土壤、肥料、种植、防治病虫害等

方面的知识并用于种棉的实践，有不懂

的地方向老农和农技干部请教，不断

摸索棉花生长规律。过去，她们队里流

传着一句话 :“喜死人的苗，气死人的

桃”。她们对土壤进行分析，了解到队

里的土地是澧水上游带来的泥沙淤积而

成，含沙量大，保水保肥力低，棉花前

期长苗肥料用完了，开花结桃时肥力跟

不上，所以造成桃少桃小。于是，她们采

取改良土壤成分的办法并及时追肥，改

良300 多亩沙土，还采取早播的方法躲

过造成烂桃、烂花的秋季阴雨期。经过

多年的学习和实践，达到了平均亩产皮

棉 183 斤。1972 年她们战胜120 天的干

旱，夺取亩产皮棉 224斤的好收成，其

中一高产试验丘亩产皮棉达 330.8斤。

 绥宁县瓦屋公社岩湾大队副支书、

妇代会主任杨富莲带领 5 名妇女组成铁

姑娘战斗队 , 登上海拔 800 多米高的山

地安营扎寨 , 搞科学种田和科学养猪，

使 8.5 亩耕地由瘦变肥 , 一年两季 , 产

量年年上升。到1976 年 , 她们人均产稻

谷3500 多斤, 养肥猪 8.6 头。杨富莲先

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

 在 1973 年 9月 23~27日召开的省

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省妇联主任罗

秋月在工作报告中对全省妇女在农业

学大寨中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

高度的评价。

 1973 年10月底，省妇联在发动妇

女开展批林整风的同时，继续发动妇女

投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强调各级

妇联组织要关心和解决妇女的切身问题。

在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省妇联总结了

酃县下村公社大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柏

兰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先进事迹，还总结

推广了安乡县在建设大寨县中发挥妇女

组织作用的经验。

 1978 年 2月8日，省妇联在长沙召

开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妇女代表

座谈会。出席这次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

代表共350 余人。这年冬天，为响应省

委“每人建成一亩旱涝保收的丰产田”的

号召，全省有几百万妇女投入农田水利

建设高潮。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1970 年，洞口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图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文艺宣传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