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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号召和领导下，觉悟不断提高，成为解放区革

命和建设的一支主要力量。为了支援战争，保卫胜利果实，东北广大的妇女们劝夫送子参军，踊跃参加农业

生产、缝制军衣军鞋、战地救护等活动，保证了军队兵员的补充，粮食和军需的供给，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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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派遣大

批干部，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

改革，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封建主义压

迫的妇女们 不 仅 获 得 了 翻 身、解 放，而 且 分 得 了

土地和胜利果实，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了感谢共

产党，解放全 中 国，她 们 在 各 级 党 组 织 和 妇 联 的

领导下，以 极 大 的 革 命 干 劲 和 热 情 支 援 解 放 战

争，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一、劝夫送子参军，保卫家乡保卫和平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国 民 党 在 东 北 挑 起 内 战。中

国共产党 根 据 时 局，采 取 了“让 开 大 路，占 领 两

厢”的战 略 措 施，建 立 东 北 根 据 地。中 国 共 产 党

在根据地内，领导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肃清汉奸

和敌伪武装 势 力 的 斗 争，并 广 泛 发 动 群 众，实 行

土地改革运动，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但在

军事上由于 急 于 扩 军，大 量 收 编 伪 军 和 土 匪，组

建部队。当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后，这些

被收编的伪 军、土 匪 纷 纷 叛 逃，给 部 队 造 成 了 严

重的缺 员。为 此，中 国 共 产 党 决 定 停 止 收 编 活

动，指示各军 区、各 部 队 一 律 改 为 从 解 放 区 的 基

本群众中招兵。

为配合党的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的中心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中 国 解 放 区 妇 女 联 合 会 筹 委

会主任蔡畅、副 主 任 白 茵 联 名 发 表 了《解 放 区 妇

女当前的任务》一文，号召解放区妇女行动起来，
“集中一切力量，参加支持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

的进攻”。积极支持和动员丈夫、儿子参军参战，
“保卫自己 多 年 来 流 血 流 汗 所 获 得 的 果 实，保 卫

民主自 由，保 卫 土 地，保 卫 丰 衣 足 食 的 生 活。全

解放区妇 女 当 前 的 任 务 也 就 是 贡 献 自 己 的 一 切

力量，以 争 取 自 卫 战 争 的 胜 利”［１］。各 级 妇 联 组

织积极响应，对广大的妇女开展了广泛深入支持

丈夫、儿子参军参战的宣传活动。
在封建社会里，广大的中国妇女不仅要遭受

着封建主义 的 压 迫 和 束 缚，还 要 忍 受 夫 权、族 权

的支配，毫 无 人 权 可 言。东 北 沦 陷 后，日 本 帝 国

主义不仅 对 广 大 的 中 国 东 北 妇 女 进 行 封 建 主 义

的教育和统治，更遭受着侵略者的任意奸淫和蹂

躏，生活 在 水 深 火 热 之 中。东 北 光 复 以 后，广 大

的中国东 北 妇 女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得 到 了

翻身和解放，获 得 了 土 地 和 自 由，独 立 自 主 意 识

和阶级 觉 悟 得 到 了 提 高，焕 发 了 极 大 的 革 命 热

情，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的事业之中。
在党组织和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号召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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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根据地的妇女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劝夫送子

参军的高潮。当时，黑龙江地区流传着一首送郎

参军的歌曲，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妇女的觉悟和

革命热情。歌中唱到：“送郎当兵送到战场上，为

人民去打仗，穿上军装，制止内战，为民主争和平

保卫家乡。送郎当兵送到战场中，为国家为民族

当兵，家 中 的 老 父 母，小 妹 妹 来 孝 敬，郎 去 当 兵，
妹在家把地种，从此一去，革命成功”［２］１３５。

东北解 放 战 争 中，“大 批 大 批 青 壮 年 争 先 恐

后地报名入伍，很多是和他们母亲妻子的鼓励分

不开的”。如 富 锦 县 长 安 村 一 位 老 大 娘，将 自 己

的儿子送到 部 队 参 军，她 向 部 队 首 长 说：“同 志，
我只有这个 儿 子，交 给 你 们 叫 他 成 长 出 息，要 没

有共 产 党、毛 主 席，我 那 能 有 地 有 房？”富 锦 县 苔

屯区于金 屯 吴 大 娘 将 自 己 的 儿 子 亲 自 送 到 部 队

参军，“农会为了表彰她为革命现身的精神，要送

她一匹 马 帮 助 耕 种。但 吴 老 太 太 坚 决 不 受，说：
‘穷人翻了 身，应 当 保 家，这 又 不 是 卖 兵’”。“勃

利三合屯有个７０岁的寡妇，把她的独子也送去参

军了。张国发两兄弟争着报名，两个媳妇也抢着

劝自己的 丈 夫 去。洮 安 青 山 区 朱 家 屯 的 朱 先 要

入伍，哥哥朱发也要去，兄弟争执不下，他们母亲

说：‘你俩不必争，都去参加，家里分了十几垧地，
有村人照顾’。结果兄弟两都参军去了”［３］。

尚志县 特 等 劳 动 状 元 刘 大 娘“有 六 个 儿 子，
抗战时期，她把三个儿子送到抗联部队。解放战

争一开始，她 又 送 两 个 儿 子 参 加 解 放 军；身 边 只

剩下一个有 残 疾 的 儿 子，人 们 称 她 是‘支 前 的 楷

模’”［２］１３５。
辽北地 区 出 现 了“母 亲 叫 儿 打 老 蒋，妻 子 送

郎上战场”的 感 人 热 烈 场 面。开 原 的 一 个 村，在

第一次动员参军时，“就有６０多名母亲领着儿子，
妻子拉着 丈 夫 报 名 参 军”。为 支 援 辽 沈、平 津 战

役，仅昌图、昌北两县，“就动员了２　６４２人参加解

放军”［４］１１３。
东丰县 义 和 屯“孙 同 治 未 过 门 的 儿 媳，为 了

劝夫参军安 慰 婆 母，自 动 提 出 提 前 结 婚，结 婚 后

第二天便 送 夫 参 军。保 安 村 干 部 张 敬 财 之 妻 与

丈夫竞赛动 员 参 军，结 果 她 鼓 动 了 九 个 人 参 军，
比他男人多三个”。本溪“模范母亲刘大娘，七个

儿子送了 三 个 参 军。她 说：‘要 不 是 四 儿 只 有 十

四岁，我也要送他参军’”［５］。
在东北根据地内，“母亲送儿打老蒋，妻子送

郎上战场”的 感 人 场 面 比 比 皆 是。据 统 计，“从

１９４６年 初 到１９４７年９月，仅 龙 江 一 县，就 有

１　５００名母亲和妻子送子送郎参军，有７００多名姐

妹欢送兄 弟 参 战”［２］１３５。在 母 亲、妻 子 的 动 员、支

持下，广大青 壮 年 踊 跃 参 军，部 队 迅 速 发 展 和 壮

大，“从１９４６年８月到１９４７年７月的１１个月中，
东北全区参军人数即达５９万人”。在东北解放战

争 的 “四 年 中，东 北 解 放 区 共 有 １６０ 万 人 参

军”［６］１８２。
青壮年男子参军上了前线，很多后方的重要

工作便由 妇 女 们 来 承 担 完 成。妇 女 们 不 但 要 担

负起家庭劳 作 的 全 部，而 且 成 立 了 自 卫 队，拿 起

红缨枪站岗放哨，保卫家乡。“法库被蒋军占领，
在那附 近 的 农 村，农 民 们 没 有 停 止 反 奸 清 算 斗

争，妇女们也有一份职责，她们组织了自卫队，站

岗放哨，盘 查 行 人”。“在 敌 占 区 妇 女 为 了 帮 助

‘自己人’———武工队的 活 动，常 到 蒋 军 据 点 周 围

侦察，给武工 队 送 消 息”。“彰 武 冯 家 车 站 附 近，
有一个妇女在去年初冬时候，深夜派遣自己的儿

子给武工队送信，使武工队避免了敌人的袭击”。
“林甸喇嘛庙的王大嫂，积极抓胡匪，曾抓到了胡

匪张上仓、张玉。齐市马老太太也破获了两次特

务案子。通化、辑安等县的某些地区也有妇女自

卫队的 组 织”［３］。她 们 为 保 卫 家 乡，稳 定 后 方 做

出了重大贡献。

二、参加生产运动，确保军队给养供应

战争中，子 弹 和 炮 弹 固 然 重 要，但 粮 食 更 为

重要，没有粮 食 就 不 可 能 坚 持 战 争，取 得 战 争 的

胜利。生产粮食，保障军队粮食的供给便成为战

争成败的关键。由于战争的需要，大批青壮年男

子参军 参 战，劳 动 力 缺 乏，“因 此 妇 女 在 发 展 生

产，支援长期自卫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负有光荣

任务”。妇女 联 合 会 号 召 广 大 根 据 地 的 妇 女，要

“打破妇女下地为耻及缠足等各种阻碍妇女参加

生产的习俗，以 便 大 量 的 发 展 生 产，适 应 支 援 战

争的巨大需要”［７］１３６。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 发 表

指示，要求解 放 区 各 级 组 织，迅 速 展 开 反 奸 清 算

和减租减 息 运 动。中 共 中 央 东 北 局 根 据 中 央 的

指示，在反奸 清 算 和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的 基 础 上，并

开展了分配敌伪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大量的

日伪和日 本 移 民 侵 占 的 土 地 分 配 给 无 地 和 少 地

的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分到了土地，
农妇也一样的分到地，如齐市市郊有一千三百七

十五个妇女分得土地一万○二百五十亩；齐市有

五千户贫苦妇女分得了房子（其中胜利街一五○
户中有二、三户赤贫寡妇分到了房子）；石老太太

获得了十八万六千元的赔偿费；开鲁三区的丁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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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斗倒了恶霸地主，分到了五十亩青苗地，一石

六斗粮，两件 衣 服；洮 安 青 山 区 李 老 太 太 得 到 了

三垧地和间半房。这样一来，妇女们的经济生活

比前提 高 了”［３］。妇 女 们 经 济 地 位 的 提 高，政 治

觉悟也随之 而 提 高，便 成 为 发 展 生 产、支 援 战 争

的一支重要力量。

１９４７年９月，妇女联合会指示解放区各级妇

女组织，“要 广 泛 组 织 她 们 走 向 生 产 战 线。因 战

争需要，许多 男 子 上 了 前 线，生 产 任 务 势 必 更 应

多加于妇女身上”。“动员妇女代替男人生产，加

强劳动力。在生产战线上大大发挥妇女力量，这

是很重要的任务。生产问题的解决，不仅是解决

战争的问题，同 样 也 是 解 决 妇 女 问 题，妇 女 工 作

大大推进了一步。”［８］１９９

在各级党 组 织 和 妇 女 联 合 会 的 教 育、号 召、
组织下，广大 妇 女 群 众 积 极 行 动 起 来，在“‘男 子

上前线，妇女搞生产’的口号激励下，破除陈规旧

念，踊 跃 走 出 家 门，奔 赴 田 间，参 加 农 副 业 生 产，
顶起了‘半 边 天’”。据 统 计，１９４７年 在 生 产 运 动

中，“嫩江省有１４万妇女，黑龙江省有２０万妇女

和男农民一起，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全东

北就有３００多万农村妇女参加了春耕、夏锄、秋收

劳动和救 灾 度 荒 等 工 作。解 放 区 全 部 土 地 不 仅

种上，而且做到了三铲三趟。由于大批妇女参加

劳动，使１９４７年的庄稼获得了丰收，并提前一个

月全部收割入仓，保证了前线粮食的供给和后方

人民的生 活。这 是 东 北 历 史 上 从 来 没 有 过 的 好

现象，也为土改后第一年的农业生产打下了有利

的基础，开创了良好的开端”［９］８。
辽东地区的各地妇女，在妇女联合会的组织

下，纷纷表示：“我们的口号是东北解放区的劳动

妇女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努力生产支援战争，争

取解放全 东 北 的 胜 利！ 我 们 妇 女 们 在 后 方 必 须

成为生产的大军，在生产战线上打大胜仗配合人

民军队的 胜 利。农 村 广 大 的 妇 女 要 努 力 参 加 农

业生产及副 业 生 产，能 扶 犁 的 扶 犁，能 薅 草 的 薅

草；喂 猪 养 鸡，编 草 帽 等 各 尽 所 能，勤 劳 致 富，发

展生产，支援前线”［５］。

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对目

前妇女工 作 的 指 示》，“指 示”指 出：“在 土 改 运 动

中应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妇女在反封建的土地改

革运动中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力 量。在 土 地 改 革 已 完

成地区，则要全力去发动并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生

产运动。妇女在发展生产，支援长期战争取得最

后胜利负有重大光荣任务，必须在广大妇女群众

中进行许多有系统的宣传组织工作”［１０］２３６。１９４８

年８月１３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把解放区的农业

生产提高一步》的“社论”。“社论”指出，为了“争

取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必须迅速恢

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使解放区的生产能够在

现在的水平上迅速提高一步，这是争取革命战争

在全国胜 利 最 基 本 最 重 要 的 一 项 任 务。因 为 只

有解放区生产的提高，才能长期地更有力地去支

援前线的革命战争”［１１］。
为了响应和贯彻党的号召，东北解放区各地

妇女组织为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妇女“劳动的热情

与积极性”，打 破 妇 女“嫁 汉 穿 衣 吃 饭”等 对 男 人

的依赖思想，进 行 了 广 泛 深 入 细 致 的 工 作，广 大

妇女“确定 了 唯 有 生 产，才 能 获 得 男 女 的 真 正 平

等”的思想和观念。据１９４８年秋季的统计，“春耕

夏锄中妇女 绝 大 部 分 都 参 加 了，成 绩 很 大，现 据

延吉、珲春、蛟河、桦甸、双阳、伊通、盘石、舒兰等

九个县数字，参 加 夏 铲１１１　８１３名。其 中 以 延 吉

县妇女参加夏铲最多，共参加３７　２００名，总劳力

４６　８００名，占总劳力７９．２１％，几乎是全体参加铲

地”［１２］２６８。
热东妇女 在 多 数 男 子 参 加 军 队 与 上 前 线 抬

担架的情况下，“英勇地肩起了赶送公粮的任务。
一面秋 收，一 面 交 粮，白 天 割 庄 稼，打 场，晚 上 碾

米。作战中多数大牲口和毛驴都去担任战勤，所

交公粮，大 部 是 妇 女 抱 碾 子 推 的”。叶 柏 寿 小 塔

子沟 军 属 李 大 娘，虽 然 年 纪 大 了，但 仍 不 服 老，
“自己背二 十 斤，赶 一 匹 毛 驴 把 一 百 二 十 斤 公 粮

送到二 百 三 十 里 地 的 关 山 枣 庄”。“由 于 妇 女 发

挥了这样高 度 的 积 极 性，这 次 交 公 粮 任 务，得 以

胜利完成”［１３］。
解放战争 中，在 大 批 青 壮 年 男 子 参 军 参 战，

劳力锐减的 情 况 下，发 展 农 业 生 产，支 援 战 争 的

重任义不 容 辞 地 落 在 了 妇 女 肩 上。在 历 史 的 紧

要关头，东北妇女挺身而出，积极响应“男子上前

线，妇女搞生 产”的 号 召，打 破 了 陈 规 旧 俗，走 出

家门，奔赴田间，参加大生产运动。１９４７年，东北

解放区“缴纳公粮总数为１　５１１　７９２吨，而１９４８年

即 增 加 到２１０万 吨”［６］１８２，有 力 地 支 援 了 解 放

战争。

三、开展拥军活动，支援前线自卫战争

伴随着东北解放战场的不断扩大，大批青壮年

男子陆续参军参战，或到前线参加运输队、担架队。
因此，大量的军需供给、伤员的照顾等后勤保障工

作便落在了妇女的肩上。东北解放区的广大妇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积极参加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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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各种工作，为保卫翻身胜利成果，支援全国

最后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９］９。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妇委

书记蔡畅在哈尔滨妇女代表大会上，号召妇女“各
守岗位，各尽所能，参加生产，支援前线，贡献一切

力量，争取解放战争的 胜 利。”［１４］３２８为 了 动 员 根 据

地的广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１９４７年东北政委

会特颁布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勤务暂

行条例》，“条例”第二条规定，“１８岁至４５岁之妇

女均有担负战争勤务之义务”。为响应党的号召，
搞好支前活动，各级妇女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向妇

女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使条例精神

变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爱国行动”［９］９。
佳木斯市妇联“在组织动员妇女支援前线和

发展副业生产上获得不少成绩”。１９４６年２月至

７月的５个月 中，“妇 女 们 锁 单 军 衣 扣 眼１５６　４１５
套，拆洗被服２５　６０８套，缝棉衣８６　８００套，总计参

加 生 产 人 数１１　４１８名。副 业 生 产 方 面 发 动 了

５　１３４名妇女参加纺线，共纺了２５　１６５斤”［１５］。延

吉、依安、农安、巴彦、望奎、敦化、安图、蛟河等地

妇女，积极开展拥军活动。据统计，仅在１９４７年

９月间，“已完成军鞋１５　３１７双”。其中延吉市就

“完成并超过原订９　０００双军鞋任务”［１６］。
齐齐哈尔市妇女“积极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具

体工作，成绩巨大”。１９４７年６、７、８三个月中，就

有“２　８２３名妇女参加做军用被服，据三个区的统

计，做了１６０　０００套军服，据四区一个 区 统 计，做

棉衣２　７３６套，大衣８　０００件，军被３　２００床，军帽

４　０００顶”。“八一五”时参加齐齐哈尔市“参议会

所发动的三 万 双 劳 军 鞋 外，还 做 了 慰 劳 鞋３　３５０
双，给皮革厂纳军鞋底４７　７２０双”［１７］。

随着部队 的 迅 速 扩 编，军 需 被 服 急 剧 增 加，
原有工厂无 法 承 担 制 作 冬 服 的 紧 急 任 务，为 此，
各地妇联 紧 急 动 员 妇 女 参 加“絮 行”。哈 尔 滨 市

妇联在１９４８年７月 至１１月、１９４９年６月 至１０
月的两段时间内，集中宣传和发动组织妇女参加

“絮行”。经 过 广 泛 深 入 地 宣 传 教 育，“上 自 六 十

多岁的老大娘，下至十四五岁小姑娘，共有６　０００
多人参 加 絮 行。任 务 紧 急 时 参 加 者 达 万 人。全

市有５２个絮 行 厂，厂 房 都 是 临 时 借 用 的 学 校 礼

堂、仓 库 和 寺 庙 等，有 的 极 为 简 陋，夏 天 闷 热，冬

天冻手冻脚”。但妇女们在“一针一线为了前线”
的口号鼓舞下，克服各种困难，仅在“１０个月的时

间 里，妇 女 共 絮 行 军 服 和 被 子 １４１．５７ 万

件”［１４］３３０－３３１。
据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统计，哈 尔 滨、齐 齐 哈 尔、牡

丹江、佳木斯４个城市参加“絮行的妇女有５万多

人。哈尔滨、佳木斯两市共制做棉衣和棉军大衣

１００多万套。牡 丹 江 市 妇 女 自１９４７年 底 接 受 纳

鞋底的任务后，３个多月就做成了４万双棉军鞋。
佳木斯市妇女从１９４８年７月 至１１月，４个 月 零

１９天的时间，完成絮行棉衣２７．３万套，军用棉大

衣５．８ 万 件，絮 军 被 ３．７ 万 床，军 帽 １５ 万

顶”［２］１３７。妇女们 为 了 加 紧 生 产，超 额 完 成 任 务，
“多半早上六点到厂，下午七点回家”。而在竞赛

中，“早上五点大家都来齐了，晚上到十点多钟才

走尽。有的小组成宿 打 夜 班 赶。喝 水、上 厕 所 都

怕耽误时间，肚子饿了抓一把饭边吃边做”［１８］。
热东地区妇女１９４８年制作军衣和鞋袜，据不

完全统 计，“作 单 鞋 三 十 五 万 双，棉 鞋 八 万 双”。
就是在秋收 繁 忙 季 节，妇 女 仍 抽 出 时 间 作 棉 衣、
棉被、棉袜，“仅建昌白塔子喇嘛沟两个区就作棉

衣三万多套”。“妇女们都是白天割地，晚上整夜

赶做军衣，而这些东西做得又好又结实”［１３］。
慰问、看护伤员也是支前运动中一项重要任

务，而这项任务基本上全部由妇女们承担。各地

妇女组织，根 据 妇 女 的 不 同 情 况，组 织 了 妇 女 接

送队、缝洗队、慰问队、宣传队、看护队等，利用各

种形式开展对伤员的慰问活动。“对于军队和伤

兵的照 顾，妇 女 们 显 示 了 高 度 的 热 情”［３］，不 怕

脏，不 怕 苦，不 怕 累，体 贴 备 至，像 照 顾 自 己 的 亲

人一样。
榆树县五区的王老太太“像对待子女一样对

待伤兵”，大家都尊敬地称她为“伤兵的母亲”［３］。
齐齐哈尔市四区七街刘大娘起早贪黑照顾伤员，
同志们见她 身 体 不 好，劝 她 休 息，她 说：“给 同 志

们洗衣服我有病也乐意去，要不是他们在前方打

胜仗，咱们的日子怎能一天天的好起来？”［１６］

哈尔滨市各医院“先后有３　４００多女医护人

员随军上前线，抢救护理伤员。龙江省东卫第七

医院女医护 人 员，在 三 年 解 放 战 争 中，共 治 好 伤

员３　５００多人，全 院 有 二 分 之 一 的 女 同 志 为 伤 员

输了血”［９］。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２９名女护士

在半年内为伤员献血６次，共２　４６０毫升。特别

是赴前线 医 疗 队 的 女 队 员 同 男 队 员 一 样 不 顾 个

人安危，有时冒着敌机轰炸抢救伤员”，被东北军

区政治部，卫生部授予“支前模范”称号［１４］３３１。
辽西及建昌等县妇女，积极参加伤员的救护

工作，她们提出的口号是：“村村医院，户户病房，
人人看护”。“羊山温家沟只有十七户人家，住伤

员最多时到 三 百 一 十 人，平 均 每 户 伤 员 十 八 人。
大娘大 嫂 都 从 早 到 晚，作 饭、熬 粥，端 屎 端 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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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顾伤员”［１３］。
军烈属和出战勤的家庭缺少劳动力，妇女们

就主动帮助，纷纷组织起来，“替军属及战勤家属

锄草”。“松 树 镇 组 织 的 七 十 三 名 青 年 妇 女 亦 替

军属及出勤民工拔草，五天即拔苗七百廿亩”［１９］。
双城堡五 区 杏 山 村 杏 山 堡 妇 女 组 织 生 产 互 助 小

组，“帮助 革 属 锄 地 拔 草”。十 区 各 屯 妇 女 生 产

组，“帮 助 革 属、烈 属 开 苗、锄 草、四 日 间，已 开 苗

三百一十 二 垧”［２０］。帮 助 军 烈 属，为 军 烈 属 排 忧

解难，在解放区内已成为风气。
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的妇女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下，“无 论 在 参 军、防 奸、慰 劳 或 生 产

工作上，解放区的妇女都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光辉事迹”［２１］。特 别 是 在“大 生 产 运 动 和 支 前 工

作中，她们无 所 畏 惧，冲 锋 在 前”，全 力 支 援 人 民

自卫战争，为 全 国 解 放 战 争 的 胜 利“贡 献 出 巨 大

的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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