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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妇女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从1949年至2010年，甘肃妇女事业由初步建立到进入高质量发展，

体现了社会发展与时代的需求。妇联建立后，领导甘肃各族妇女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推动

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妇女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各族妇女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妇女思想解放，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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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ause	 in	Gansu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From	1949	to	2010,	the	women's	cause	in	Gansu	Province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d	enter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flect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men's	 Federation,	 it	 led	wome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Gansu	 to	actively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protecte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promoted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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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是最伟大的人力资源，妇女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制度建立后，妇女遭受来自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

多种压迫，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男权制的发展导致妇女财产权被剥夺，男尊女卑成为妇女地位的本质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甘肃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权机构迅速建立，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妇女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呈现良性互动关系。

一、妇女组织的建立与初期探索（1949-1978）

（一）甘肃省妇联的成立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简称省妇联）是在中共甘肃省委直接领

导下，全省各族各界妇女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众团体。其组织随着

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历建立、发展、合并、撤销、恢

复到加强的几个历史阶段。1950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决定由省

妇委会筹建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委员会，同年10月甘肃省第一

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成

立。1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章程》更名为“甘肃省

妇女联合会”，并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选举领导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甘肃很多地方存在一夫多妻、买卖婚姻、包办

婚姻、童养媳等封建婚姻陋习。1950年5月颁布《婚姻法》，同年6

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贯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的

通知》，在全省各地建立新的婚姻登记制度，废除以前的各项相关条

例，妇联多次召开新婚姻法座谈会。除召开座谈会，各地妇联还积极

利用演讲、识字班和典型案件等形式宣传新婚姻法，并于8月向省政

府提交调查报告，就宣传新婚姻法提出各项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颁布后，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出指示，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检查

《婚姻法》的执行情况，要求通过这次检查“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贯彻

《婚姻法》的运动”，逐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生活”。2通过这

次检查，甘肃全省截止1952年已经有74个县（市）建立婚姻登记制

度。此外《婚姻法》的普及，推动了甘肃各族妇女打破世俗偏见，追

求婚姻自由。1951年临夏县人民法院受理多件离婚案件，其中94%

是由女方提出，少数民族妇女敢于打破宗教和社会束缚，妇女解放效

果显著。1952年，省妇联发出《积极发动妇女参加贯彻 < 婚姻法 >

运动月的通知》，并在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提交报告。3

《甘肃新志》中记载：“自张广建督甘斯年之后，即有太平

里妓院公开营业。”禁娼运动在民国时期几起几落始终未触及根

本难以禁止，新中国成立后，甘肃各地逐步关闭妓院并取缔娼

妓。截止1951年4月， 兰州市尚有游妓205名；平凉市城区至

1951年仍有109名暗娼活动。各地政府对于继续私开妓院、组织

妓女卖身的老板予以严厉打击。基于学习教育基础上，对妓女进

行生产生活的安置，大部分人生活走上正轨，卖淫嫖娼的现象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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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绝技。4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为了铲除娼妓产业，在各地成立

妓女从良所，各地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组织各地妓女学习文化

知识，学成后回家从事生产劳动。禁止娼妓后，妇女社会地位得

到改善，不再成为交易的商品，能够正常进行生产活动。

甘肃省政府根据全省90% 以上妇女是文盲的教育现状，开展大

规模扫盲教育，广泛开办冬学、夜校，要求各级妇联组织动员广大

城乡妇女积极参与扫盲学习。在城市，以职工和市民业余学校为扫

盲基地；在乡村，将部分冬学学院转入常年性以乡为单位组织的农

民业余学校；并开设专为少数民族妇女举办的扫盲学校。5甘肃省妇

联开展扫盲教育后大批城乡妇女因此扫除文盲。开展扫盲教育不仅

延伸了基础教育，也推动了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广大城乡妇女文

化素养得到提升，推动了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妇女参与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建设

甘肃省与1951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农村妇女不仅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还以各种形式参加农业生产。随着土

地改革工作的细致开展，甘肃省妇女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到生产

与生活上的改观，有的妇女也“积极要求参加组织”。资料显示，

在 1952 年，根据 7 个专区，2117 个乡的统计，农会中的女会员有 

847180 人，占农会会员总数的 41%，比土地改革前增加了一倍以

上。群众基础差的地方，农会女会员也占到30% 左右。6农村互助

组成立后，女性组员不断增加，生产关系发生改变。甘肃省妇联在

农村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扩大农村妇女生产劳动范围，教授妇女使

用技术性农具进行生产劳动。全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程度大幅

度提高，有效提高劳动效率。

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全省农村妇女参加炼钢的人数约

占总数的30%，妇女参与操作的钢铁炉被命名为“胡兰炉”“三八

炉”等。7引洮工程劳动工地上有500多名妇女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其中红霞队和木兰队等妇女生产组织被评为先进集体。

（三）挫折与调整

“文化大革命”期间，省妇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11

月，省妇联领导小组撤销，省革委会设立妇女组，除少部分人员分配

新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分到“五七”干校审查或下方基层工作，1973

年恢复正常工作。8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片面

强调“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城乡普遍忽视对妇

女的劳动保护，1974年省妇联要求各地抓好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落

实。9在此期间妇联各项活动发展陷入困境，“文革”结束后妇联与

人民政府积极总结经验，并推行新的政策，妇女事业在曲折中发展。

1978年后，省妇联多次提出落实男女同工同酬，依据妇女生理

特殊性合理安排妇女劳动力，并在全省进行推广。此外各单位对近

年来女工身体健康状态进行调查，有效推进妇女病防治工作。

二、改革开放与妇女事业的转型（1979-2010）

（一）政策转型

我国制定和颁布的宪法、婚姻法和其他法律，对妇女儿童的权

益做了明确的规定，保护了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障了妇女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男子平等的权利，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人民政府、政法部门和群众团体，在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101979

年甘肃省制订出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

实行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继承财产

的权利。男到女家结婚落户，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视同仁，任何人

不得干涉和歧视”。这一规定对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产生冲击，为

树立男女平等提供支持。11牛正寰创作的《顶门立户人》与孙中信

创作的《燕河风波》，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男女平等的典型事例，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男女平等的新观念。

就业是民生之本，平等就业是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

要途径。1981年，省委转发妇联《关于改变住房分配以男方为主、

孩子入托以女方为主等规定的意见》，提出要达到男女公平合理，

一视同仁。1984年妇联创办了甘肃省女子职业学校，开设各类文化

与实用技能课程，培育各族妇女生产技能，就业率高达70%。

199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制定颁布《甘肃省妇女发展规划

（1996—2000）》，是甘肃第一部以妇女发展为主体的政府规划，

是“九五”期间知道全省妇女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1年，甘

肃省妇女联合会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甘肃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的总体要求编制“两规

划”，以更好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整体素质，加快实现男女平

等的进程。12发展纲要是基于甘肃省基本情况和妇女现状制定的，

其能够兼顾全省的妇女发展目标，将促进发展定为主题，妇女与经

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法律等六个问题为优先发展理论。发展纲

要动员社会力量，为甘肃妇女事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鼓励

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并且争取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二）经济参与

1990年8月，根据全国妇联妇字﹝1989﹞7号文件精神，省

妇联将省“双学”活动改称“双学双比”活动。“双学双比”的开

展提高了妇女的文化素养和生产技术，涌现出一批“双学双比”

女能手，妇女经济地位得到提升。1996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

副书记召开甘肃省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会议，甘

肃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汇报活动情况和深化思路，讨论通过表彰

“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31个、先进个人72人的决定。13“巾

帼建功”或的开展增强了妇女参与社会建设、参与经济建设的方

向，提高了广大妇女的素质，促进了工业建设。

（三）教育突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妇女解放作为奋斗目标之

一，妇女教育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

证明，中国共产党妇女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时俱进，回

应时代主题，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为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做

了坚实的支撑。14妇女教育是教育妇女、改良妇女的有效方式，

是社会变革的钥匙，是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之一。1980年甘肃省

高等学校总数共12所，在校生18107人，在校女生人数4158，占

总人数22.96%，女教师人数1152，占教师总人数29.41；至1986

年，学校总数已有17所，在校女学生占比29.66%，女教师占比

25.70%；1995年，学校总数17所，在校女生占比31.10%，女教

师占比29.26%。据统计数据可知，1980年以来甘肃省女性高等教

育入学率明显提升，高校女教师人数不断增多，女性接受教育的

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女性高知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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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甘肃省妇女联合会组织举办农村大龄女童培训班，

帮助大龄女童掌握实用技术，走上创业道路。2010年，各级妇联

对大龄女童进行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率为60%；2014年在全省劳

务培训总体任务计划中培训2万名农村大龄女童，争取到培训资金

600万元。15

四、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

（一）历史经验

妇联是妇女事业发展的组织保障，其作为连接基层妇女群众

与政府的桥梁纽带具有不可替代性。政府部门要努力营造尊重妇

女、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氛围，使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少

数民族妇女需要走出家门，放弃以往‘女不主外’的旧观念，积

极参与社会生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需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

中逐渐树立新型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

积极学文化，学习一切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的知识和文化。16甘肃

省妇女联合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妇女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为

甘肃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甘肃省妇

女联合会通过开展各项互动，教育引导各族妇女提高自身素质，

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保障。

坚持党对妇女事业发展的领导。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

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领导我国妇女

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17党和政府始终对妇女的发展给予关注，并积极推动，各级妇

联成为了党与妇女群众沟通的纽带。

（二）未来展望

新时代妇女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城乡妇女发展不平衡，农村

地区妇女职业培训与基础设施均落后于城镇，对于女性教育重视

度仍低于城镇。当前国家推行二胎政策，孕期妇女在职场中往往

受到隐形歧视，在就业求职阶段也往往会被企业拒绝。

因此，妇联积极开展农村地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农村妇女

生产技能，为农村地区妇女提供更多的选择。除此之外，积极设

立村级女性干部储备制度，为农村妇女干部提供可靠的后备力

量。应对城镇妇女困境，与相关部门联合行动，确立保障性就业

制度，为就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保障，改善职场歧视，优化企业

工作模式，推动甘肃妇女事业发展。

五、结语

甘肃妇女事业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缩影，在肩

负时代共性的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的地方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

甘肃妇女在《婚姻法》实施、扫盲运动和生产建设等进程中，不

断打破封建桎梏，从家庭走入社会，实现妇女角色的转换。进入

改革开放新阶段，随着“春蕾计划”“母亲水窖”等计划的开展，

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权益保障的实践特点。进入新时

代后，甘肃陆续开展“陇原巧手”非遗传承和“进过扶贫车间”

产业创新，甘肃妇女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主体。甘肃妇女事业的发展兼具西北地域特色与国家战略发展

导向，是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区域实践和时代体现。

当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妇女发

展从生产力的“半边天”升华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

工程，为今后甘肃妇女事业发展提供诸多经验。妇女事业发展应

当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在基层治理、

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中重塑妇女的价值。持续推进“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使妇女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成果的共享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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