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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3000余位女性齐心挖出一条长15公里的妇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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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心
3000余名妇女的不悔选择

“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不就是挖土、运土
嘛，当时我们也都年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我们拿着筐、扛着扁担，就去干了。” 云台街
道的顾佃花是当年挖河的女工之一。 出生于
1943年的顾佃花上河工时才15岁，如今，她已
头发花白，说起当年，依然心潮澎湃。

“妇联河的前身是原云台乡各村的排水
渠，非常窄。每次山洪暴发，水排不出去，大片
的庄稼都被淹死了。”原云台乡山东村生产大
队的会计汪长业说。 山东村村民陈同兰也是
当年的河工之一。她感慨，每次一下大雨，家
里的东西都漂起来，住在低洼处的人家，还得
往高处躲洪水。

由于村里的小河沟基本起不到泄洪排涝
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正是全国兴修水利工
程的黄金时期。1958年，云台农场人民积极响
应号召，决定正式开挖排灌河，把各村的小河
沟连起来，修建成既能防洪排涝，又能保障农
业生产的水利工程。

但是开挖排灌河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足够的人力。

“当时乡里的男性劳动力，八成以上都去
外地参加省、地、县的重点水利工程了，村里
只剩下没有挖河经验的女人。” 89岁的曹子
俊老人说，他曾担任山东村生产队3队队长。

为了尽量多地动员起周边的村民， 缓解
人手不足的困难， 当时的云台公社党委书记
胡启荣（音）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就这样，一支
3000余人的挖河“娘子军”被组织起来了。“当
时云台公社一共11个生产队， 一个生产队差

不多有二三百人参加工作， 主要的人力就是
妇女。”汪长业回忆。

■ 坚韧
隆冬里，妇女们团结奋战

为了不错过农时， 女工们必须在冬天的
农闲间隙抢抓时间，挖通河渠。而1月份正值
隆冬，河水结冰，泥土也因气温降至零下而变
得坚硬无比。

“当时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十分艰苦，一
镐子下去， 泥地只是砸个白印子， 根本挖不
动，但定下来任务，我们就一定要完成。”王兰
英说，她也是当年的一名挖河女工。

因为需要将河床挖开， 将河底的泥土挖
出来，女工们在北风呼啸的严寒中，踩在冰雪
交加、湿软泥滑的泥土上，用铁锨、筐子、扁担
等简陋的工具挑战浩大的河工工程。 最开始
女工们都是用筐子来运输泥土， 女工们三人
一组，一人挖泥，两人抬筐，一筐一筐地将泥
运输到河堤两岸。“一个筐子装满泥能有将近
100公斤，我就和另一个同伴两人抬着，因为
每天要抬几百抬，又重，我们的肩膀全都磨破
了，第二天又继续抬，伤口就总也好不了，茧
子摞茧子。 大大小小的冻疮对于挖河女工们
来说也是家常便饭。”顾佃花说。

“当时时间紧，我们要抢进度，但是仅靠
肩扛手挑人海战术运送泥土，还是慢啊，我们
就自己动手制作土工具， 由木工造小推车架
子，然后找农具厂的人帮忙车钢珠子，制造轴
承，一共组装制作了10多具小推车。”提起小
推车，汪长业深有感触，就这样，挖河的工具
就有了。

虽然小推车能够装更多的土， 但只有男
人才能一个人推起小推车。 不过女工们毫不
示弱，她们两人一组共同推起小车，一趟趟地
运送着刚从河沟里挖出的泥土。有了小推车，
运输的效率明显提高了， 平均7趟就能运完1
立方的泥土。

为了保证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定下的计
划，女工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从村里走上四
五公里路到河边， 晚上天黑后再收工回村庄。
日复一日。因为中午不供饭，回家的路程长，女

工们就在工地上吃些豆饼、 生山芋充饥。“这
样干一天能得到7个工分。”陈同兰回忆道。

妇女们下河挖泥，男人们又外出干活，孩
子们没有人照看， 一些妇女就将孩子带到工
地上，大一点的孩子，让孩子们自己玩；小一
点的孩子就放在河岸上的摇篮里。 不长的河
岸上，摆了一排的摇篮……

■ 守护
妇联河守护云台万亩农田

3000余名妇女，90天的奋战，115万方的
挖掘，15.1公里的河渠。

1958年4月，这条河渠终于竣工。 1959年
3月，为表彰云台妇女挖掘大型河道的突出功
绩， 当时的灌云县人民政府将原名环山大沟
河更名为妇联河。

妇联河挖通后，很好地承担了土地灌溉、
防洪排涝的功能，为云台乡2.2余万亩田地的
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提供了有效的
保障。“有了这条河，再也不用担心山洪了，再
也不会淹了，从山上流淌下来的洪水1个小时
就能排水入海。 我记得1962年山东村一共
3800亩地，粮食产量达到60万斤，之后产量逐
年上升。我们村庄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汪长业感慨。

为了维护好辛苦建成的妇联河， 各个村
庄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一次疏浚， 清理淤泥并
拓宽河道。据汪长业回忆，妇联河从1958年挖
成之初的河面宽仅10米， 经过几十年不断维
修， 已经逐渐拓宽至30米， 集水面积达到
95.23平方公里，汇流面积达到58.2平方公里。

当地政府也不断加强配套工程建设，更好
发挥了妇联河的功能。 妇联河挖成65年间，云
台乡共架设了5座农桥、46座建电灌站，装机容
量达到1557千瓦。运输方面也大为改观，每年
仅通过妇联河运出的石料就高达70多万吨，价
值5000多万元， 有力地促进了云台经济的发
展。

■ 传承
港城女性引领新时代

妇联河河面宽阔平稳，河畔的防护林郁
郁葱葱。65年前的往事， 如静静的河流，渐
渐地融入了历史的洪流中，逶迤向前。

透过历史的画卷， 仿佛又回到了65年
前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面对党 “大兴水
利”的号召，广大妇女一呼百应，以“听党
话、跟党走”的大局意识和服从意识，以“矢
志不渝、勇担使命、自立自强、甘于奉献”的
精神，凭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迈自信，在
缺衣少食、工具简陋的艰苦环境下，以不屈
不挠的勇气挖通了妇联河， 这条妇联河也
一直守护着沿河的村民们，在此生活耕作、
日出日落。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妇联河正在焕发出
新的生机。 如今这条河串联起沿岸的10个村
社，哺育着云台街道3万人，其中包括1.7万多
妇女儿童。他们大胆创业，依托云台山优势资
源积极发展茶叶、 民宿等产业，108人成为创
业能手，其中女性达到39人。妇联河所流经区
域，不仅是灌溉河、航道河，也是新时代的创
业河流、致富河流、和美河流。

薪火相传，精神不灭。六代“雷锋车”车
手、王仕花、于素梅、徐瑶……一大批港城巾
帼英杰传承挖河女工们的精神， 在各自领域
发光发热。

东海县洪庄镇薛团村的广场上， 妇女姐
妹们围坐在一起，正在观看“小马扎巾帼流动
课堂” 薛团村专场演出活动……为了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妇联河老河
工们的精神能世代传承， 连云港市妇联将妇
女思想政治引领融入百姓生活、 基层治理和
为民服务，创设了“聚人气、冒热气、接地气”
的“小马扎巾帼流动课堂”，累计开展“小马扎
大舞台”等各类宣讲1万多场，线上线下覆盖
群众40万人以上，打通了引领、服务、联系妇
女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当前，230万港城女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矢志
不渝、勇担使命、自立自强、甘于奉献”的精
神，积极投身港城经济发展、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等主战场，在各个领域施展才华、拼搏进
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巾帼智慧、展现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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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的云台山脚下，一条宽阔的长河静静穿行在广袤的大
地上，它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围住了云台山。

这条河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妇联河。
东自凤凰嘴，西经南城通烧香河，妇联河全长15.1公里，涵养着

云台街道、云台农场、云台林场5万亩农田和云台山南部山区5万亩
山场。

这是全国唯一一条以“妇联”命名的河流。数十年来，它的名
字———妇联河写入了地方档案，刻进了岁月时光。

这条河为什么叫妇联河？又是如何发起和建设的呢？在奋进的
新时代里，妇联河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当当年年参参与与挖挖河河的的老老河河工工们们

静静静静流流淌淌的的妇妇联联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