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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有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被授予“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新

中国成立后，她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接见，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2009 年 9 月，她被评为“100 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她就是戎冠秀。

1937 年 10 月，日军进犯河北省平

山县。11 月，刚刚建立不久的晋察冀第

4 军分区移驻到平山县小觉镇。相继而

来的八路军在平山县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他们不但建立了抗日政

权，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

女抗日救国会等人民团体。家在下盘

松村的妇女戎冠秀立即被唱着抗日救

亡歌曲的八路军吸引了，她对丈夫李友

说：“我也想为八路军做事。”

这年，戎冠秀的丈夫秘密加入了共

产党，她也加入了妇救会。开会时，八

路军女干部提倡妇女解放，戎冠秀第一

个表示支持，带头扯掉了裹脚布。在她

的带领下，全村妇女都不再裹脚，不但

解除了妇女的痛苦，也解放了生产力，

更多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活动。1938 年 2

月，戎冠秀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她当

选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主任。

9 月，下盘松村驻进了军分区的供

给部和被服厂。戎冠秀作为妇救会的

主任，事事带头。她和姐妹们一道为八

路军做军鞋、运送物资、救护战场下来

的伤员、帮助军属干活……

不断发展壮大的晋察冀根据地，像

一把尖刀插入敌后，严重威胁着日军的

运输线。从 1939 年冬天开始，日军纠集

大 量 兵 力 ，多 次 对 北 岳 区 进 行 残 酷 的

“扫荡”。每次反“扫荡”，戎冠秀都带领

妇救会的姐妹们支援部队作战、运送伤

员、送饭送水……

1942 年秋天，八路军和乡政府的人

一起来村里动员百姓参军。戎冠秀知道

后，立即带着自己的丈夫和 3 个儿子去

报名。她对八路军干部说：“我有 3 个儿

子，都报上名，验上哪个哪个去！要是不

嫌 我 老 伴 年 纪 大 ，让 他 给 咱 八 路 军 喂

马。”在她的带动下，当地出现了“父送

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场”的热潮。

1943 年秋天，日军再次对北岳区进

行“扫荡”，时间长达 3 个月。戎冠秀年

近 50，仍然带领全村妇女与八路军部队

一道展开反“扫荡”斗争。

一天深夜，区里派人来通知：明天

敌人“扫荡”，村里要提前做好准备。早

上，村民们立即转移到山里躲藏起来。

戎冠秀看大家都安排好了，又不放心没

有转移的个别老人，便决定回村看看。

她 走 了 一 截 ，听 到 日 军 的 枪 声 越 来 越

近。忽然，她看到山路上有一个八路军

伤员正艰难地走着。她不顾危险，赶紧

迎过去。经询问得知，伤员因为“打摆

子”（疟疾），撤退途中掉队了。戎冠秀

不 顾 个 人 安 危 ，用 力 扶 着 伤 员 往 山 上

爬 ，想 把 他 藏 在 一 个 暗 洞 里 。 到 了 之

后，她看到洞口离地面太高，脚无蹬处，

伤员伤势较重，无力爬上去。她就蹲在

地上，让伤员踩着自己的双肩，硬是把

伤员托起来送入洞里。在确认伤员已

经隐蔽好之后，戎冠秀才急匆匆地转身

下山，密切观察鬼子动向。直到搜捕的

日军撤离，她才悄悄返回山洞，将伤员

带回家中疗伤。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受

伤的小战士很快痊愈了。临行前，这名

战士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向戎冠秀深情

地喊了一声：“妈妈！”

1944 年 2 月，晋察冀边区举行群英

大 会 。 在 此 次 大 会 上 ，戎 冠 秀 被 授 予

“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

光荣称号，并奖给她一面锦旗，上面有

她的半身像以及聂荣臻司令员和其他

首 长 的 名 字 。 会 后 ，戎 冠 秀 从 台 上 下

来，一位年轻的战士突然大步走到戎冠

秀面前跪了下来，说道：“我就是您藏到

山洞里解救的那个伤员。”原来这个战

士叫邓仕均，被晋察冀边区授予“战斗

英雄”称号，也是来参会的。

1949 年举行开国大典前夕，中央人

民 政 府 邀 请 戎 冠 秀 到 北 京 参 加 典 礼 。

当戎冠秀接到县里送来的通知时，不敢

置信地揉了揉双眼，声音发抖：“这是让

俺参加开国大典？可是，俺只是做了应

该做的事呀！”10 月 1 日，戎冠秀与党和

国家领导人一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

着 五 星 红 旗 冉 冉 升 起 。 典 礼 结 束 后 ，

毛 主 席 慰 问 支 前 代 表 ，戎 冠 秀 也 在 其

中。毛主席握着她的手，亲切地问，你

叫什么名字呀？戎冠秀激动又略带紧

张地答道：“俺叫戎冠秀。”

毛主席说，这个名字，我记得，你是

子弟兵的母亲啊！

戎冠秀一直饱含热情地做拥军优

属工作。1960 年，她作为河北省赴前线

慰问团成员去慰问解放军，她仍像当年

一 样 为 战 士 浆 洗 缝 补 ，鼓 励 战 士 听

毛主席的话，守住人民的江山。上世纪

70 年代，部队野营训练来到下盘松村，

她又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分成洗衣

组、缝纫组、慰问组，腾出最好的房子给

战士住，拄着拐棍儿挨门逐户去检查。

上世纪 80 年代，她多次给守卫边疆的部

队写信、送锦旗，鼓励他们保卫好祖国

的大门。

1989年 8月 12日，戎冠秀因病逝世，

享年 93 岁。她逝世后的第 2 天，聂荣臻

元帅给中共河北省委并平山县委发唁

电：“战争年代，戎冠秀同志的英雄业绩，

鼓舞了晋察冀边区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和

人民子弟兵。我也深为她的精神所感

动。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感情，使我们赢

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继续发

扬她的革命精神，继承她的遗志，为保卫

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子弟兵的母亲”
■李金明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随着根据地各

级政权、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

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当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妇女们便

看到了解救的希望。

一

1933 年 2 月 中 旬 ，国 民 党 四 川 军

阀 部 队 乘 红 四方面军入川立足未稳，

开 始 对 川 陕 苏 区 进 行“ 三 路 围 攻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红 四 方 面 军 决 定 在 根

据 地 深 入 开 展 政 治 动 员 ，广 泛 发 动 群

众 参 军 参 战 。 川 陕 省 委 和 红 四 方 面

军 为 妇 女 敞 开 了 大 门 。 一 时 间 ，川 北

涌 现 出 大 批“ 花 木 兰 ”，并 逐 步 成 长

为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战 士 。 敌 人 越 是 向

苏 区 进 攻 得 猛 烈 ，参 加 红 军 的 贫 苦

妇 女 就 越 多 。

为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加强后

方警卫，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根据实

际需要，在各区、县妇女独立连、营的基

础上，组建妇女独立营，时任红四方面

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

独立营的工作。妇女独立营成立之初，

并未明确建制和归属。直到 6 月底木门

会议后，才明确规定妇女独立营为红四

方面军直属部队。

妇女独立营人员和男同志一样，穿

军装，戴八角帽，打裹腿，穿草鞋，背子

弹袋，每人一杆马枪、两个手榴弹；天天

操练，如队列、射击、刺杀、投弹、夜行

军、进攻防御战术、夜袭等。

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英勇的女战

士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

同时担负警卫、剿匪、通信、运输等繁重

任务。

在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中，妇女

独立营日夜兼程运送粮秣。当她们经过

通江附近的鹰龙山时，突然遭遇敌一个

团的残部。虽然此时的妇女独立营刚刚

组建不久，训练不充分，武器装备也很简

陋，但女战士们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最

终旗开得胜，未损一兵一卒，沉重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士气。红

四方面军总部通报表彰了妇女独立营的

战绩，还将战利品全部嘉奖给她们。

二

10 月，敌军约 20 万人，另有飞机 18

架配合，分六路围攻川陕苏区。面对严

峻的形势，红四方面军结合之前的胜利

经验与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收紧阵地、

待敌反攻”的方针，以求先在运动防御中

大量消耗、疲惫敌人，为下一步反攻破敌

创造条件。随着阵地的逐步收紧，越来

越多的女战士汇集在一起，她们积极踊

跃地参加各项战斗任务。

1934 年 3 月，为适应广大妇女群众

武装保卫革命政权的要求，川陕省委和

红四方面军决定，以原来的妇女独立营

为基础，成立妇女独立团。

妇女独立团成立后，立即担负起艰

苦的战勤工作和警卫后方机关、清剿土

匪任务。妇女独立团从干部到勤务员、

炊事员、司号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女青

年，大部分是党员或团员。妇女独立团

中，多数是四川人，也有的来自鄂豫皖

地区。她们日常训练和生活，沿袭妇女

独立营的做法。崭新而紧张的生活，使

得女战士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在党的

教育与关怀下，女战士们的政治觉悟也

迅速提高。

为了让妇女独立团尽快适应战争

需 要 ，红 四 方 面 军 派 曾 当 过 侦 察 、通

信、训练、作战和管理参谋的秦基伟到

妇女独立团当军事教官，负责队列、投

弹、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她们训练

非常刻苦，处处不落后，并多次要求上

前 线 作 战 。 战 场 上 ，她 们 不 仅 要 运 送

武 器 弹 药 和 伤 病 员 ，部 队 打 下 一 个 地

方 ，她 们 还 要 运 送 战 利 品 。 在 一 次 战

斗 中 ，为 了 不 让 物 资 和 伤 员 落 入 敌 人

手 中 ，妇 女 独 立 团 需 要 在 两 天 之 内 将

大量军用物资转运到后方。女战士们

接 受 任 务 后 ，马 上 投 入 到 紧 张 的 战 斗

中 。 她 们 背 着 枪 支 弹 药 ，扛 着 上 百 斤

的粮食盐巴，在崇山峻岭中跋山涉水，

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穿梭，齐心协力，使

伤员和物资顺利转移。

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们在执行任务

时，有的装扮成回娘家的农妇，有的装

扮成走亲戚的太太，有的甚至扮成衣衫

褴褛的乞丐，深入敌人驻地刺探敌情，

收集情报。一旦发现敌情，她们就以吹

口哨、模仿鸟叫等各种方法报警，并把

这种方式称为“打土电话”。她们提供

的大量情报，使部队掌握了主动权。

三

1935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

王庙街将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

师，下辖两个团。第 1 团由张琴秋任团

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

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

带；第 2 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

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

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和仓

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驻百丈关、

庙二湾一带。

3月 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妇女独立师负责抬担架和转运伤病员

任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后，妇女独

立师驻进中坝，参加宣传队和工作队工

作。6 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

懋功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

误，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南下。部队

所到之处，也留下了女战士们的足迹。

红四方面军与红 2、红 6 军团会师

之前，妇女独立师积极响应红四方面军

总部号召，设法收集羊毛、羊皮，精心编

织毛衣、毛袜、草鞋，赶制皮衣和各种慰

问品，以便献给远征而来的战友。两军

会师后，妇女独立师还为红 2、红 6 军团

运送粮食，照顾伤病员，并热情组织慰

问演出。1936 年 4 月，妇女独立师缩编

为团，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女兵们

的足迹踏遍雪山草地。她们这种无畏

艰苦、不惧牺牲的精神，展现了广大劳

动妇女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和红军战

士的英雄气概，在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

下了光荣的一页。

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战斗风采
■孙 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有

一本原沈阳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颁发给

雷锋的汽车驾驶执照。这本驾驶执照

为对折式，左内页印刷有注意事项，右

内页有雷锋的照片和手写的姓名、部

职别、性别、年龄、发照单位等信息。

它的字迹虽有些褪色与模糊，却浸染

着岁月的光辉，见证了雷锋的成长。

雷 锋 是 在 人 民 军 队 这 座 大 熔 炉

里成长起来的。他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他说：“高楼大厦都是

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我们何不做这一

砖一瓦呢！”

1958 年 ，18 岁 的 雷 锋 在 湖 南 望

城 县 团 山 湖 农 场 工 作 时 ，学 会 了 驾

驶 拖 拉 机 。 为 尽 快 掌 握 驾 驶 技 术 ，

他 总 是 第 一 个 来 到 拖 拉 机 旁 ，一 边

擦拭，一边观察结构。3 月 16 日，雷

锋 在《望 城 报》上 发 表 了《我 学 会 开

拖 拉 机 了》一 文 。 他 在 文 章 中 说 ：

“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

我的关怀和照顾，一定努力钻研，勤

学 苦 练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忘 我 地 工

作 ，争 取 做 望 城 县 的 第 一 个 优 秀 的

拖拉机手。”负责教雷锋的师傅看出

雷 锋 是 个 勤 奋 好 学 、有 股 子 韧 劲 的

年 轻 人 ，就 把 自 己 的 驾 驶 技 术 和 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雷锋很快

就 熟 练 驾 驶 拖 拉 机 ，并 成 为 了 一 名

优秀的拖拉机手和望城县第一代年

轻的拖拉机驾驶员。

11 月，雷锋积极响应号召，来到

鞍山参加建设鞍山钢铁厂的工作。在

安 排 工 作 时 ，负 责 同 志 看 到 雷 锋 的

表格里写着会驾驶拖拉机，于是，将

他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驾

驶推土机。那时的鞍钢正缺少推土

机 驾 驶 员 ，雷 锋 愉 快 地 接 受 了 工 作

安排，并说：“我就甘当螺丝钉，党把

我 拧 在 哪 里 ，我 就 在 哪 里 发 挥 作

用 ！”从 一 开 始 起 ，雷 锋 就 认 真 听 师

傅讲推土机驾驶操作技巧。他每天

早来晩走，当师傅做检修维护时，雷

锋 总 是 凑 到 跟 前 ，学 习 了 解 拖 拉 机

的 构 造 和 性 能 原 理 ，想 着 能 够 尽 快

地驾驶它，为建设鞍钢出一份力。

雷 锋 在 鞍 钢 工 作 的 一 年 多 时 间

里，3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 次被评

为标兵、18 次被评为红旗手，还荣获

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荣誉。后来，人们给雷锋驾驶过的这

台推土机取名为“雷锋号”。

1960 年 1 月，雷锋参军入伍的梦

想终于实现。新兵连结束后，他又顺

理成章地被分配到运输连，成为了一

名汽车兵。

为了能够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合

格的驾驶员，雷锋努力钻研汽车理论

和驾驶技术，并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

画下一幅幅汽车结构草图。

当 时 ，训 练 班 车 少 人 多 ，雷 锋

就 带 领 战 友 利 用 中 午 和 晚 上 的 时

间 ，动 手 制 作 了 一 个“ 模 拟 驾 驶

台 ”，并 和 大 家 一 起 进 行 操 作 练

习 。 由 于 雷 锋 原 本 就 有 很 好 的 驾

驶 基 础 ，加 上 平 时 勤 学 苦 练 和 刻 苦

钻 研 ，他 仅 用 一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就 通

过 了 驾 驶 员 考 核 ，在 连 队 新 兵 中 第

一 个 通 过 考 核 、拿 到 驾 驶 执 照 。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珍 藏 的 雷

锋 驾 驶 执 照 ，正 是 雷 锋 这 段 经 历 的

生 动 见 证 。

在运输连，雷锋驾驶的是一辆苏

联生产的嘎斯 51 型载货汽车。这辆

汽车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使用，分配

给雷锋驾驶时，已经相当陈旧，零部

件磨损严重，不仅经常出现故障，更

是有名的“耗油大王”。别说新兵，就

是 连 队 的 老 兵 对 它 也 是 敬 而 远 之 。

然而，雷锋却主动要求驾驶这辆“耗

油大王”。他想尽办法精心保养和维

护车辆，用心钻研如何更好地发挥车

辆效能、节省油料消耗等，不断提高

自 己 的 驾 驶 水 平 。 他 曾 创 下 8 个 月

安 全 行 车 20346 公 里 的 纪 录 。 他 坚

持不带故障出车、不留隐患过夜。他

还总结出了多条安全行车措施，让车

辆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使这辆有名的

“耗油大王”变成了全连的“节油标兵

车”。

这 本 驾 驶 执 照 ，不 仅 见 证 了 雷

锋 作为一名优秀汽车兵忠诚使命、朝

气蓬勃的军旅人生，也承载着雷锋传

递给人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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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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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位
的
雷
锋

■
缪
炳
法

军史文苑

1959 年，戎

冠秀参加全国劳

模大会并获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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