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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水库”映初心 当代巾帼续使命
浙江宁波象山妇女奋斗精神代代相传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一汪碧水，在夏日照耀下，泛起粼粼波
光。池塘边的大树上，知了在不停鸣叫。自
从孩子们暑假开始后，韩美英每天都要沿着

“妇女水库”走上几趟，一来谨防小孩子落
水，二来查看水面清洁度，更重要的是，寻着
60多年前妇女们的足迹，重温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

韩美英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西街
道路下林村妇联主席。而她每天前往的“妇
女水库”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妇女们追求男
女平等，豪情万丈建设水利基础设施的印
记。

妇女走出家门 撑起半边天
象山虽靠海，但由于河流短入海快，山

体涵养水分能力差，一直以来属于资源性缺
水的地方。水库之于象山，亦如主食之于三
餐，基础且必要。

1956年“八一台灾”，无情夺走3402名
象山人的生命。为避免灾害的再次发生，象
山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男
社员们都参加了加固海塘堤坝，修建河道、
水库等工作。

当时受妇女解放事业影响，妇女们纷纷
走出家门，走到田间。她们追求在政治上有
位置，在经济上有来源，在家庭里有平等。
此情此景，让时任丹城公社副主任兼妇女主
任的张式贞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都说妇
女能顶半边天，为什么妇女就不能修建一座
水库呢？”

风风火火是张式贞一贯的工作作风。
时任路下林村妇女主任的雷彩香接下了选
址的任务。

考虑到路下林村有五六百亩的缺水农
田，且山脚下容易蓄水。经多方思量，水库
最终选定建造在村旁青山脚下的荒地上。

地方是选好了，可没人没钱，怎么开展
工作？此时，张式贞不服输的性格又凸显了
出来。“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也
一定能做到！”

她向下辖的8个乡镇的妇女发出修建
水库的号召，“丹城妇女要当花木兰！修建
水库利国利民！”一时间，妇女们纷纷响应，
报名者有近百人。

人力解决了，更难啃的缺资金硬骨头还
在后面。由于达不到扩容标准，“妇女水库”
不予立项。可这并没有让妇女退缩。在与
当地政府多次沟通后，终于，“妇女水库”可
借用大型水库仓岙水库的物资和工具。

妇女们轰轰烈烈的水库建设终于拉开
了序幕。

破除万难 泪洒大坝上
筹备两个月后，1958年5月，“妇女水

库”开工号角吹响。工程采取军事化管理，
每天到位劳动的七八十个妇女，编成1个连
3个排进行抢修建设。为了营造比学赶超
的氛围，“哪个排修得快，就给哪个排插红
旗。”93岁的雷彩香回忆说，“这可是荣耀
呀。”

修建水库全是义务劳动，可妇女依旧热
情高涨。当年条件有限，整个工程全靠妇女
们肩挑、手搬，“纯手工”完成。有的妇女刚
参加劳动不久，一开始用不好独轮车运土，
衣服磨破、摔倒受伤是常有的事；身体强壮
的16岁小姑娘张根娣，挑起200斤的担子
健步如飞；还有的妇女学习制作土雷管，有
一次设定30分钟爆破的雷管，40分钟后仍

没动静，她大胆上前看，差点被炸伤；冬天结
冰，妇女照样搬抬打基……

“搬石运土、夯基筑堤，大家好像不知疲
累，甩开膀子日干夜干拼命干，一年的工期，
我们硬生生提前到10个月。”当年新婚三天
就一头扎到堤坝上的排长陆梅芳说。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
胜利！”“月亮当太阳，田地当战场，锄头当刀
枪。”……妇女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打着配
合赶工期。

为了解决妇女的后顾之忧，当地还组建
了托儿所，帮助劳动妇女带孩子。“有些哺乳
期的妇女忙于劳动，顾不上回去喂孩子，家
人就把孩子送到工地上去喂奶。”83岁的谢
梅凤补充说。

1959年3月，水库竣工，妇女们高兴地
相拥而泣，泪洒大坝。为了纪念妇女的付
出，水库被称为“三八妇女水库”，村民简称

“妇女水库”。此后，五六百亩荒地变良田，
老百姓实现了旱涝保收。2020年，象山县
有关部门将此水库命名为“妇女山塘”。

传承精神 再展巾帼力量
随着城镇化推进，路下林村变成了城中

村，尽管以灌溉为主的“妇女水库”失去了往
日最重要的职能，但60多年来一直保障着
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它所蕴含的强大精
神力量，在新时代下重绽光芒。

时光荏苒，那群建造水库的大姑娘小媳
妇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但看到水

库被一代代维护修缮，拥有了坚固的护塘大
坝、沿岸青石护栏、平坦的坝上大道，她们感
慨万千，对村里的年轻妇女充满了寄托：“希
望你们能把我们当年‘不怕苦，不怕累，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巾帼精神继承发扬。”

“我们要向她们学习，把前辈的无私奉
献精神、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传承下去，继
续引领广大妇女助力乡村‘三清三美’建
设。”由“妇女水库”伴着长大的路下林村副
主任钱江说。

如今，妇女们定期开展村庄卫生整治和
保洁水体周围环境卫生和清洁水面工作，利
用上班前的清晨和下班后的傍晚，争分夺秒
参与垃圾清理、卫生死角整治。同时，作为
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入户宣讲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帮助村民逐步开展垃圾分类。

据统计，路下林村现有本地常住人口
700人左右，在附近工业园区企业务工的外
来租户达3000人以上，人口倒挂严重。这
给村里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理带来不小压
力。

今年年初，路下林村新一代妇女干部群
众在“妇女水库”精神的感召下，建立了一支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喊出“哪里需要我，我就
出现在哪里”的口号，积极落实“四必访”，全
面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我们把30名巾帼志愿者按居住地划
分为5个组，每组由组长带领开展日常环境
卫生和垃圾分类督查工作。”丹西街道妇联
主席忻海霞介绍，“我们要发挥妇女的细心、
决心和韧心，将‘妇女水库’精神代代相传，
再谱一曲‘妇女能顶半边天’赞歌。”

新华社东京7月18日电（记者岳冉
冉 林昊）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成田
机场成为日本最繁忙的地方，奥运代表
团于近日陆续抵达。疫情下，人员密集
且复杂的成田机场如何确保运动员安
全？17日记者在等候中国代表团出关
前，用四小时寻找到了答案。

首先，每支运动队抵达时，会有奥
组委一名专人负责引导。以中国女足
为例，一名身着蓝白绿背心、灰色西装
裤的引导员会在出口警戒线处等候，他
手上举着英文“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接
机牌，牌子上印有醒目的中国国旗。

出口处的地面贴有红色指示条，运
动队出海关后，就沿着这条像红毯般的
指示带，走出机场的“到达大厅”。指示
条两边的隔离线离运动员各两米，这是
东京奥运会规定的安全距离。运动队
走在中间，接机人员、志愿者、媒体、粉
丝在隔离线外。

其次，运动员在出关前会完成唾液
检测，但结果需要1~2个小时才能拿
到。运动队完成检测后会先出关，推上
行李车，走出“到达大厅”，把各自行李
放到门口指定堆放处，再返回“到达大
厅”，由引导员带至休息间，等候检测结
果。行李会有专人搬运至运动队乘坐
的大巴里。

再次，运动员返回休息间等候报
告，休息间门口有穿防护服的专人把
守，休息间内的座位间隔依然是两米。
此时，如果有运动员要如厕，会有志愿
者引导并带至指定洗手间，一次进一
人，排队不超过三人。以土耳其代表团
为例，从他们的休息间到洗手间约10
余米，引导如厕的志愿者就有四人。

中国女足引导员小彭告诉记者，为
确保各个运动队都在安全的“泡泡”里，
引导员的职责是不能让队伍接触到外
界环境，“运动员不能单独上车、不允许
上指定外的卫生间、不能到外面吃饭，
我们必须全程监督。”

最后，拿到阴性结果后，队伍再由
引导员带上大巴，此时引导员会与球队
一起，到达奥运村或比赛地的指定酒
店。直到他们入住结束，这名引导员算
是完成了“保护”职责。

“其实，最‘危险’的还有你们记者，
因为你们接触面太广，但如果记者用长
臂话筒杆采访倒是可以。”离我2米远
的小彭笑着说。

小彭举例说，像阿根廷男足抵达
时，好多粉丝想挤上去拍照，不仅引来
了警察，还让阿根廷教练当场发飙。“为
了‘爱豆’（偶像）安全，我还是想劝在机
场的球迷，一定要保持克制与冷静。”

小彭透露，组委会专门给17日当
天从机场前往宫城的中国女足准备了
餐食，“为了安全，她们只能在大巴上吃
饭，组委会精心准备了日式中餐，有六
七个菜品，希望她们有家的感觉。”

7 月 18 日，参观
者走在天文馆内一个
名为“朔弦晦望”的不
锈钢艺术作品旁。

当日，上海天文
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
来游览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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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时节的“妇女水库”。

▲ 路下林村巾帼志愿者在“妇女水库”前合影。

（上接1版）
如今的华坪女子高中，校园内草木葱茏、百花争

艳，教育教学设施一应俱全。而成立之初，整所学校只
有一栋教学楼，没有食堂、厕所，学生和女教师挤在教
室里睡觉，男教师睡在楼梯间。学校的院坝没有硬化，
风一吹，整个校园满是灰尘。

没多久，第一批进入学校的17名教职员工中就有9
人辞职，部分学生也转学了。“女高还能办下去吗？”质
疑声四起。

张桂梅坐在学校的旗杆下抹泪，哭完后回到办公室
整理档案。她发现，留下的8名教师中，加上自己，共有
6名党员。

“只要有党员在，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张桂梅想。
“我说咱们开始重温入党誓词。我们在二楼画了一个
党旗，把誓词写在了上面。我们宣誓，没宣誓完，全哭
了。”

从那之后，学校开始了军事化管理，每件事都被张
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内。看似有点残酷，但他们
对得起自己肩上这份责任和使命。

为留住这些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
去有些学生家的路太难走，连车都租不到，只能徒步前
往。一个假期甚至两个假期，即便马不停蹄，张桂梅也
只能走访完一届学生的家庭。尽管如此，她依然坚
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亲自到每一名学生的家里去
看看。”

这样的家访已持续13年，行程11万公里，张桂梅
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还旧病复发晕倒在路
上……可正是这一次次的家访，更加坚定了她将女子
高中继续发展下去的信念。

桃李满天下
独特的教育理念，给了贫困女孩们理想的引领、文

化的熏陶和精神的塑造。
学生们都忘不了高中入学后的第一堂课。“太出乎

意料了，第一堂课校长不直接谈高中阶段的课程，而是
让我们抄写党章。”华坪女子高中毕业学生邓婕回忆。

这是张桂梅将红色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
的缩影。

经过探索，张桂梅制定了唱红色歌曲、忆红色历
史、读红色著作等教育教学方针，坚持每周开展“五个
一”党性教育活动，即一律佩戴党员徽章上班、每周重
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唱一支革命经典歌曲、每周开展
一次党员理论学习、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
片。

大山深处，多了许多革命先辈的精神传人。如今，
华坪女高的毕业生已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告诉
我，上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入党，要成为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毕业后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张桂梅说，
女高学生有的成为乡村教师，有的成为乡镇卫生院的
医生，还有的主动报名到艰苦地区当兵。

“学生们能够用知识改变命运，有能力去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把革命先辈的旗帜传扬下去，这就是我对她
们的期望。”张桂梅说。

张桂梅：燃灯者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