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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成立         周年特别报道

抗击1998年特大洪灾，省妇联组织妇女前方护堤后方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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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者
按

1998 年 7 月 7 日，湖南省妇联向全国妇联报告湖南遭受特大洪灾的

情况。

7 月 7 日 -11 日，时任省妇联主席莫文秀到长沙、益阳、岳阳等市调

查了解灾情，并将机关干部捐款送给灾区。

8 月 8 日 -10 日，莫文秀赴常德安乡县安障乡灾区慰问灾民，并送去

机关干部捐赠的 2 万元救灾款和 1400 件衣物。

8 月 15 日，时任省妇联副主席冯湘保前往岳阳市湘阴县慰问抗洪英

雄高建成烈士的母亲。

10 月 3 日，岳阳临湘市江南垸长江村妇代会主任王光秀代表湖南赴

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巾帼抗洪英模报告团”巡回演讲。

10 月 7 日，临湘市、华容县、南县、汉寿县妇联及津市新洲镇城内

村妇代会等 5 个单位被授予“全国妇女抗洪救灾先进集体”，杨米新、李

雪明等 15 人被授予“全国妇女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大事记】

【故事汇】

整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叶佳琪

冲在前方，巾帼上大堤抗洪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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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2 月 21日，省妇

联对在抗洪救灾工作中涌现

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

彰，分别授予望城县妇联等 20

个单位、杨桂兰等100名个人“湖

南省妇女抗洪救灾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称号。

其中，临湘市、华容县、

汉寿县、南县妇联及津市市新

洲镇城内村妇代会等5个单位，

临湘市江南镇长江村妇代会主

任王光秀等15 位同志获全国

妇联表彰。

王光秀还光荣入选全国抗

洪救灾报告团 6 名成员之一，

先后到人民大会堂、中华女子

学院等地报告自己奋不顾身、

带领村民死守 1700 米险堤，

与洪水顽强搏斗70 多个日日

夜夜的感人事迹。

2000 年，省妇联编印《洪

水滔滔写风流——1998 年三

湘巾帼纪实》一书，对在 1998

年抗洪救灾、保卫家园的战斗

中和爱军拥军助军活动中涌现

出来的妇女先进个人和集体的

感人事迹进行广泛宣传，激励

广大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谱写

新的篇章。

“多年前的那个夜晚，至今历

历在目，无法忘怀。那场洪水冲毁

了我的家园，夺走了我的亲人和一

些父老乡亲。那一晚，奶奶双手

把我推上了一棵树，让我抱紧不要

松手，我就一直坚持了下去……”

这是 1998 年全国特大洪灾受灾群

众多年后的回忆。

1998 年 6月下旬，湖南湘、资、

沅、澧四水及洞庭湖区和长江流

域发生超历史特大洪水灾害。

当时湖南多地告急，大堤冲塌，

洪峰袭城。在人力不足的紧急时刻，

广大女同胞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

畏气概，撑起了抗洪救灾的半边天。

全省各级妇联组织4000 名妇女骨

干进村入户，宣传抗洪精神，引导

妇女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湖南岳阳的女干部们

以非凡的意志和勇气，率领群众

一次次顶住洪魔的攻势。刘泗元

是岳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前线

指挥湘阴、汨罗、屈原农场片抗洪。

1998 年 6月下旬以来，她便风雨

兼程，日夜穿梭在长江大堤上，

2000 多处险工险段，她不知察看

了多少遍，乘坐的防汛吉普车都已

经换了5 辆，惟有这位年过半百的

女指挥官从未下过火线。

1998 年 7月 27日，刘泗元驱

车第10 次来到屈原农场，这里已

是人困马乏，少数场领导心存侥

幸：洪峰已过两次，不会有更大

洪峰了。刘泗元发现这一苗头，当

即召开防汛会。会后，一场迎战新

洪峰的战斗在屈原农场打响。一

时间，块石、沙子上了堤坝，抢险

物资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险工

险段，当新的洪峰到来时，大家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力保屈原农

场安然无恙。

在洞庭湖区腹地，大堤就是生

命线。洞庭湖区的南县进入防汛

水位时，全县20 个乡镇的 27名妇

联主席和副科级以上的女干部带

领 300 余名村妇代会主任、2000

多名妇女群众勇敢地走上大堤，

和男同胞一起并肩战斗在抗洪防

汛的第一线。明山头镇朝宏村妇

代会主任郭爱云，每天带人白天黑

夜轮班敲梆，太平无事敲“平安梆”，

一有险情就敲“报警梆”，在本村

740 米长的责任堤段上来回巡逻查

险，不知磨破了几双鞋。

在岳阳县六合垸防洪抢险战斗

中，一支由 32 名妇女组成的“新

建村女子护堤队”特别引人注目。

她们年龄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是

17 岁的民办学校代课教师冯露。

放暑假后，冯露眼看着六合垸大

堤险象环生，尽管男人们都上了

堤，但劳力仍显不足，她就和村里

的大姐大婶商量着上堤助战了。这

32 名妇女日夜吃住在大堤上，轮

班查险，统一行动。

7月28目凌晨，刚刚查险回来

的她们，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刻

赶到出现严重险情的地段抢筑子堤。

雨骤风狂，巨浪打在她们脸上，有

时一吸气，吐出的就是满口泥水，

不少人被风浪打倒在泥泞中。她们

咬紧牙关，一直与男同胞并肩战斗

到天亮，硬是将1000米长的大堤加

高了1米，待风平浪静时，才歇一歇。

众志成城，全省妇联系统组织捐款逾千万元

1998 年 7月 3 日，湖南省

妇联发出《关于组织广大妇女

投入防汛抗灾救灾的紧急通

知》，要求各级妇联积极行动

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妇

联系统组织了200 多万名妇女

投入抗洪救灾。

张家界市 24 名市、县（区）

妇联干部，53 名乡（镇）妇联

主席全部投入抗洪一线。

岳阳市各级妇联协助政府

组织 32 万名妇女投入防汛第

一线，10 多支女子查险巡逻

队活跃在 1068 公里长的大堤

上。

南县 20 个乡（镇）的 27

名妇联主席和副科级以上女干

部带领 300 余名村代会主任、

近五万名妇女群众投入抗洪一

线。

省妇联组织非灾区的各级

妇联和广大妇女广泛开展赈灾

募捐和慰问活动，全省妇联系

统共组织捐款逾千万元。

莫文秀及领导班子成员带

领机关干部先后 9 次深入到岳

自力更生，“娘家”引导妇女群众重建家园
 1998 年 8 月17 日， 省 妇

联再次发出《关于认真贯彻省

委通知精神，进一步广泛动员

妇女参与抗洪救灾的通知》，

随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四、

五、六”抗洪救灾活动，即各

级妇联组织 4000 名妇女骨干

进村入户，宣传抗洪精神，引

导妇女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

园。在灾区妇女中开展帮救灾

保学、帮保暖过冬、帮卫生防

疫、帮生活安置、帮维护稳定

的“五帮”活动。实现“六个

一”，即每个灾区妇女种好一

亩蔬菜或冬季作物，多养100

只家禽或 10 头家畜，争取增

收 1000 元；每个灾区县妇联

组织发动 10000 名以上妇女劳

力参加当地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直接组织输送 1000 名

女劳力外出打工创收；发动全

省城乡妇女为灾区捐赠防寒衣

被 100万件（套）。

各地妇联积极落实省妇联

通知精神，近 5000 名妇女骨

干进村入户帮助生产自救。全

省城乡妇女共为灾区捐赠防

寒衣被 300 余万件（套）。

常德市桃源县妇联发出“轻

灾区支援重灾区，人均捐献 5

个秧”的号召，组织全县 40.8

万名妇女互帮互助，抢插晚稻，

对 1.5万亩受淹蔬菜苗木进行

清洗和松锄。

岳阳市华容县幸福乡新城

村妇代会主任彭元珍在棉田受

淹后，带领妇女劳力抢排渍水，

将棉田改种玉米秋杂粮，由于

抢排及时，全村 98% 的水渍田

全部种上了玉米。

益阳市南县妇联组织后方

近 20万名妇女和学生参加生

产自救，对绝收稻田、旱土及

早整理，抢播绿豆，补种蔬菜，

尽可能将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

程度；同时发动全县妇女备种

备肥准备大搞冬季农业开发。

“洪水滔滔写风流”，省妇联表彰先进激励妇女建新功

阳县、华容县、湘阴县、临湘市、

平江县、桃江县、南县、安乡县、

澧县、开福区、长沙县等11个

重灾县（市、区）慰问受灾妇女

儿童。

1998 年 8 月 11 日，省妇

联发出《关于组织全省广大妇

女开展为抗洪一线子弟兵办好

事、办实事活动的通知》，并

先后组织 4 次大的慰问子弟兵

活动，将慰问物资送到驻守在

长江大堤和洞庭湖干堤最危险

地段的人民子弟兵手中。

岳阳、常德、益阳等地（州、

市）的基层妇代会和妇女群众

自觉向在当地参加抗洪救险的

子弟兵送新鲜蔬菜、茶水，为

战士们洗衣、补衣、打扫卫生。

长沙市、张家界市也分别

组织生活服务队、文艺宣传队、

理发队到抗洪子弟兵驻地开展

服务慰问活动。

1998 年 7 月，洞庭湖区及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省妇联领导先后
9 次深入灾区慰问。图为时任省妇联主席莫文秀（右一）慰问灾区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