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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以
各项制度、 机制为保障。 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要着眼于健全
党的全面领导机制， 健全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机制， 健全有形、 有感、 有效机制， 健全
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健全科学评估机制等方
面系统集成、 综合发力， 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牵引， 助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而实
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增强
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健全加强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
制

要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 形成各级党
组织牵头、 全社会共同行动的工作机制， 发挥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抓改革 、 促发展 ， 稳团
结、 促和谐， 形成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的强大合力。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民族工作各项方针政策， 明确职能职责、 专司
机构， 将民族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要点，
以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 群团组织要强化组织
动员和教育引导职责， 推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纳入各行业规章、 社会组织章程和村
规民约、 市民公约， 融入企业文化建设、 各族
群众生活， 使其成为行为准则和日常习惯。 要
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 确保
工作总体设计、 决策和实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

健全各民族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深度交
融的制度机制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实现”。 因此， 一是要创建互嵌环境， 保
障交往基础。 要以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为载体， 创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
境， 推动流动融居， 以产业聚集人、 以均等化
公共服务留住人、 以多民族大融居团结人， 实
现各族群众在空间、 文化、 经济、 社会、 心理
等方面全方位嵌入。 二是要发挥交往效应， 深
度交融。 优化 “民族团结一家亲” 和民族团结
联谊活动 ， 发挥旅游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作
用， 加强各族群众跨区域交流互动，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共建共创活
动， 使各族群众加深了解、 增进感情、 促进团结， 在理想、 信念、
情感、 文化上团结统一、 守望相助、 手足情深。 三是要聚焦制约高
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 持续深化改革， 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发展进步，
以城乡一体化为引领， 发展在职教育、 终身教育以及技术培训和文
化交流活动， 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 形成政府、 企业和社
区合力， 有效整合资源， 促进经济整合和社会适应。

健全有形、 有感、 有效联结的制度机制
“有形” 是指要挖掘利用体现中华民族特质的符号和形象， 丰富

宣传教育形式， 加强现代文明教育， 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 精
神情趣、 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建设。 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极端重
要性和现实针对性，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守意识形态
主阵地， 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
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有感” 是指要引导各族人民把个人理想追求自觉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之中， 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坚定上述 “五个” 认
同。 要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形成人心凝聚、 团结奋进的强
大精神力量。 要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 引导各族群众深刻
认识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以强烈的民族
自信心、 自豪感和历史主动精神，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 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精神动力。

“有效” 是指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 逐步实现各民族在文化、 经济、 社会、 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
入。 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 处理好 “等不得” 与 “急不得”、 “要管
住” 与 “更要管好” 的关系， 通过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形成强大的
同频共振效应。

健全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各族干部群众主体能动性的发

挥，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充分动员各
族干部群众参与响应， 激发共鸣，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要将尊重各族干部群众的首创
精神作为动力源泉， 坚持多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把社会期盼、
群众智慧、 专家意见、 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传播、 培育、 实施中来， 推广有效经验， 创新体制机制。 要
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以问题为导向， 建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
患机制 ， 从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抓起 ，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 、 瓶颈问
题， 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群众基础和社会基
础。 要实现广泛的社会积极参与和动员响应。 推动民族工作既要依靠
物质力量， 也要依靠精神力量。 不仅要解决各族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
求， 也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与转化功能， 建设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要从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出发， 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激发创造力。 同时， 要大力表
彰和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优秀集体和个人， 以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健全科学评估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科学性、实效性凸显，依赖于客

观公正、 科学高效的评估机制。 为此， 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规范化评估体系， 构建科学的测评指标、 制定严谨的评估程
序、 采用规范的评估方法,对培育实效进行常态化、 规范化和精细化
评估,以完善数字化评估信息系统， 使评估更具整体性、 动态性、 结
构性； 优化评估保障制度， 使评估指标赋权设置、 运用与保障实施
得到人财物等外部支持， 同时科学设定评价方式， 提升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培育的数字化、 智能化、 科学化水平。 要立足实际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 从宏观、 中观、 微观细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不同维度分级评估体系指标， 追踪动态发展， 构建集政治意识、 理
论认知、 社会认同、 情感归属等为主体的指标体系； 加强实施条件
评估， 从特色做法、 工作统筹、 过程保障、 组织领导、 社会支持等
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构建指标体系； 突出效果评估，
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效的体现形式， 从而确定指标
体系， 实现条件、 主体、 客体、 手段、 目标等科学量化评估。 要建
立评估与反馈闭环机制。 民族政策执行需要完善执行方式和反馈机
制， 将评估的结果作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指针， 认真对待、 有效落
实， 贯通前期、 中期、 后期效果反馈， 充分利用评估指挥棒作用，
与奖惩考核和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体工作相挂钩， 通过宣
传、 教育、 实践、 评价、 服务 “五位一体”， 科学改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方式、 载体与实际效果。

（本文系基金项目新疆自治区教育厅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专
项项目“辅导员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研究”
（编号：2023GXSZYB039）的研
究成果）

（作者单位系新疆大学
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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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思考
曹丽媚

当代大学生常面临学习、 考试、 就
业、 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 容易出现焦
虑、 抑郁、 适应障碍、 社交恐惧等心理
问题。 这要求其具备较强的抗压能力和
自我调节能力， 以更好地避免心理问题
的产生。 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保障大学生
心理健康、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的重要环节，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提高学
生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关注学生积极
情感、 人格和心理品质， 帮助学生提高
心理调适能力、 走出内心纠葛， 让学生
能够以更积极饱满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
活， 提升个体幸福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
数千年发展所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 具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哲学智慧 ，
能够为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提
供参照， 使学生能提升道德修养、 丰富
精神世界， 从而以更加从容的心态面对
挫折和困难， 继而为其实现个人价值奠
定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融合。

其一， 精选内容， 整编素材。 明确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方向， 聚焦其
中道德素养、 人生哲学等与心理健康教
育相关的文化元素， 对浩如烟海的传统
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梳理， 探索能用于提
升大学生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的文化瑰
宝。 如儒家的 “仁爱” 思想就强调了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 相互尊重， 要求
以 “仁者爱人” 的思想彼此包容， 实现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庸” 思想推崇
不偏不倚、 调和折中的处世态度， 强调
追求适度和平衡、 避免极端和偏颇， 要
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不拘泥于一
成不变的规则和模式； 而道家的 “自然、
无为” 思想则更加强调事物的存在和变
化遵循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规律， 需要采取顺应自然、 因势利导的
处事方式， 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强行干
预和主观妄为， 这些文化思想无疑对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 高校应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理健康教
育的可行策略， 依托教育资源库和分享
平台对资源进行集中展示， 从而通过内
容和素材供给，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注入新的活力。

其二， 整合课程， 丰富案例。 在课
程方面， 高校一方面应加强跨学科课程
设计， 通过开发教育专题等方式， 将优
秀传统文化重点融入思想道德修养、 法
律基础、 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 通过跨
学科整合加深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课程
的渗透力度， 深化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理解； 另一方面可开设 《中国传统文
化与心理健康》 《儒家思想与心理调适》
等综合心理学与传统文化的选修或公共
课程， 让学生能更多地接触到传统文化

内容。 同时， 参考现代心理学思想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阐释， 帮助
学生深入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在案例方面， 高校可从历史典故、 名人
传记、 成语短句中挑选心理健康教育相
关的案例， 如通过 “邯郸学步” 教导学
生盲目模仿他人不仅不会获得成功， 还
有可能因此而丧失自我； 讲述诸葛亮的
故事， 让学生意识到工作和学习应全力
以赴地抓住机会、 完成目标； 通过赵括
“纸上谈兵” 的典故， 告知学生要将所学
知识用于实际生活， 空谈理论无法解决
实际问题。 这不仅能丰富课堂形式和授
课内容， 还能调动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兴趣， 从而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的同时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其三， 落实实践， 强调体验。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需通过社会实践和体验学习帮助学生感
知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并真正与其个
人所思、 所想、 所为相结合。 为此， 高
校应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历史博物
馆、 伟人故居和文化遗址， 深入解读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 开设书法 、
茶艺、 泥塑等传统文化体验课程， 塑造
良好的文化体验氛围， 在实践中深化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 同时， 高校可在特定
的传统节日开展校内节庆活动， 如在清
明节组织 “缅怀先烈” 祭扫活动， 组织
学生前往当地的烈士陵园了解先烈事迹、

表达对烈士的敬仰； 在七夕节组织手工
DIY 活动 ， 提供材料给学生制作手链 、
发簪等七夕主题配饰， 从而增强学生的
文化归属感和凝聚力， 同时在实践中领
会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 此外， 还应鼓
励学生成立国学社、 诗词社、 棋协等传
统文化相关社团 ， 定期组织经典诵读 、
汉服展示、 传统手工制作、 书法展览等
比赛 ， 通过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风气 ，
帮助学生养成积极健康的心理。

其四， 拓宽平台， 促进传播。 在校
园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传统文化专
栏， 定期分享诗词歌赋 、 历史典故等文
化素材， 通过引导高质量讨论吸引学生
关注， 使其能在趣味阅读中学习和分享
相关知识， 形成良好的交流互动舆论氛
围。 结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求， 高
校可开发以讲解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网络
精品课程， 基于现代心理学思想为大学
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辅导， 同时以与知名
网站、 媒体合作的方式加强网络精品课
程推广 ， 依托网络平台的传播价值， 使
大学生能用更低的门槛浏览课程资源 。
此外 ， 高校可举办线上文化交流活动 ，
如邀请心理学专家讲述 《论语》 中的自
我调适之道， 利用更具说服力和参考价
值的经典书籍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可信
度和参考价值，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全面发
展。 （作者单位系石家庄学院）

浅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的深厚底蕴
陈烈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坚实底蕴， 其深厚的内涵为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赋予了独特的色彩及丰富的价
值。 其文化精髓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 还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参考与价值指引 ，
使儒家、 道家、 法家及墨家等文化要素
有效融合、 文化内容持续传承， 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及其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
了良好根基。

众擎易举， 踔厉同行。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 “一人难挑千斤担， 众人能
移万座山” 的集体主义精神， 为我国十
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提供了
内在指引。 以 “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团
结协作精神， 凝聚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
创造伟力， 把牢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因此， 面对复
杂的经济、 社会及国际发展形势， 党和
国家通过汇聚各方力量， 以 “众擎易举，
踔厉同行 ” 的思想内核团结各族人民 ，
基于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的民族价值认同， 共克时艰、 共历风雨，
最终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与团结奋斗中
实现 “同舟共济渡难关、 团结合作创未
来” 的发展目标。 可以说， “众擎易举”
是中国式现代化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复兴之
路的重要聚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
强大的动力， 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 “聚沙成塔、 积水成渊”， 进而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富国强， 众安道泰。 中国式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明·沈
德符 《万历野获编》 有云 “余谓太平盛
世， 元夕张灯， 不为过侈”， 其中， “民
富国强” 体现了国家与民众双重富裕的
理想 ， 而这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追求 。
在现代化进程中， 党和国家始终将努力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物质
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作为发展 、
奋斗目标。 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
注经济的快速增长， 更重视社会公平与
民众福祉 ， 以期进一步建设人人参与 、
人人共享的共享、 共建、 共治发展新局
面， 通过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与相互帮
助实现丰衣足食。 由此可见，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强调的安民、 富民、 乐民的以
民为本发展思想， 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 其民富国强、 众
安道泰的文化思想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实现赋予了新的意义与价值， 使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 “权为民所用、 心为民所
系、 利为民所谋” 治国理政思想贯穿于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文以载道， 物阜民丰。 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 基于 “文修武偃， 物阜民安” 的发展
思路， 实现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 精神
生活的充分满足， 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 获得感及安全感， 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核心目标。 因此，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道路上， “文以载道， 物阜民丰” 不仅
是对过去的总结 ， 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
在追求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 强调要实
现精神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

建设、 文化建设的多元协同， 构建物质
生产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 相互依存的
发展生态。 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
始终围绕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大力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要坚持物质与
文化发展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的发展
战略，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大原则和要求贯
穿始终。 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形与
神俱” 的协调、 平衡发展思想， 为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双线并举、 协同发展夯实基
础。

天人合一， 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 为人
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
安全作出贡献。” 因此， 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程中， 生态环境治理、 宜居环境打
造及绿色产业的发展等， 都在为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做着充分铺垫。 结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天人合一， 和谐共
生” 发展理念来看，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
存、 密不可分的， 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
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 其中 ，
儒家思想强调的 “仁爱万物” 生态伦理
及道家思想的 “顺应自然 ” 实践智慧 ，

进一步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生态环
境保护、 绿色生态建设等提供着有力支
撑， 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能秉承 “智者
乐水， 仁者乐山” 的发展原则， 充分践
行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 的初心使命。

以和为贵， 和合善治。 中国式现代
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 其中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带一路” 倡
议等， 均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
而不同， 和衷共济” 的发展思想， 使通
过合作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 推
动构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秩序
的目标得以实现。 从中华民族 “和” 文
化的发展延续来看， “以和为贵” 是中
华文化中 “和” 思想的重要体现， 意指
和睦、 和谐是处理人际关系及社会事务
的准则。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 我
们始终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理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 中国
通过积极履行大国责任， 为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及保护人民群众不受外部势力侵
扰提供有力保障。 “和合善治” 也强调
了和谐与合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
对以和谐方式解决矛盾 、 问题， 共同推
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着新的指引 。
近年来，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强调的诉
源治理、 能动履职等， 也是 “和合善治”
的重要体现， 为我国构建良好法治环境
及化解人民群众基层治理矛盾等奠定了
良好根基。

（作者单位系西南科技大学文
学与艺术学院）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妇女运动红色基因
潘凌霄

20 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民智未
开，国人对于“妇女解放”的认知还处于蒙
昧状态，而湖北亦是“大梦方酣”。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党的领导下，湖北妇
女运动逐渐从萌芽、兴起走向兴盛，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学生、女工人、女农
民，纷纷踊跃登上历史舞台，广泛参加妇
女运动。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董必武、陈
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会议。
党的一大后，董必武、陈潭秋等湖北早期
党组织负责人响应党的号召，以湖北省立
女子师范学校为阵地，对女学生进行革命
思想启蒙。 1921 年初，武汉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成员陈潭秋、刘子通等领导湖北省立
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掀起了长达 8 个月的
女师学潮，向封建统治和封建教育制度发
起英勇冲击，有力地推动了武汉乃至全省
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被誉为“湖北妇
女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1922 年 10 月至
次年 1 月发生的汉口英国香烟厂大罢工，
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大，震动整个武汉，是
武汉女工参加人数较多的一次早期斗争。
这次罢工斗争， 女工们取得了包括经济、
政治权利在内的多项权利，从此，湖北女
工运动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
指导成立湖北妇女协会，统一对湖北妇女
运动的领导。 自此，湖北女农民运动蓬勃

开展，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离开锅台，
同男子一起参加反封建运动，且大量贫苦
农村妇女参加了对乡村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6 年 8 月，北伐军进入湖北后，各地妇
女协会组织宣传队、慰问队、十字队（救护
队）、募捐队迎接北伐军。 而后杨之华、蔡
畅、邓颖超等一批妇女运动干部被陆续派
往武汉，参加领导湖北妇女工作。 1927 年
3 月，湖北颁布《取缔女子缠足条例》，各
县相继成立放足委员会，并开办妇女补习
学校，广大妇女获得了解放，积极投身于
更具广泛意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涌现
出了如黄安的夏国仪同志等先进妇女代
表。

土地革命时期，各地苏区党委高度重
视妇女运动。 湘鄂赣省委在《妇女运动决
议》中，对领导妇女斗争中以及妇女组织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全面分析， 要求
加强妇女组织建设， 提拔妇女干部， 开展
妇女运动。 中共鄂湘省委在 《妇女运动决
议》 中， 提出领导妇女参加武装组织、 拥
红支红， 发展劳苦妇女入党， 培养妇女干
部等要求。 在党和各地妇女组织的教育
下， 湖北各根据地妇女逐渐摆脱了旧思
想、 旧观念， 开始具有初步的革命觉悟。
党针对妇女的政治、 经济、 婚姻等赋权更
是激起了妇女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热情。 她
们参加打土豪、 分田地的斗争， 参加红色
根据地建设， 成为革命、 支前、 生产运动
的主要生力军； 她们拿起武器参加赤卫

队、 赤卫军， 有的还加入红军。 黄麻起义
中， 黄安、 麻城的 10 万余妇女组成后勤
队伍， 正如当地歌谣中所说： “小小黄
安 ， 人人好汉 ！ 铜锣一响 ， 四十八万 ！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抗日战争时期， 各地把 “动员妇女
力量参加抗战， 争取抗战胜利” 作为党
的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 在湖北省委组
织部长兼妇委书记、 妇女部长钱瑛的领
导下 （后在长江局妇委指导下）， 以 “动
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 ， 争取抗战胜利 ”
为党的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 积极推动
党领导的秘密妇女救国会到公开合法的
统战组织中去， “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
与组织”， 在广大城镇统战色彩浓厚的、
汹涌澎湃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 ，
随处可见妇女同胞奔波忙碌的的伟大身
影。 鄂豫边区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
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 在武装部队里，
她们有的直接带兵杀敌， 有的从事思想、
政治、 生活、 文化、 宣传以及机要等工
作， 有的负责医疗卫生、 后勤保障等工
作。 她们参加的各种抗日救国、 支援前
线活动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
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在艰苦卓绝的军事斗
争中，广大妇女群众缩衣节食、省吃俭用，
“坛里匀米、锅里匀饭”，帮助人民解放军
渡过难关，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困死
中原部队的阴谋。 中原突围战役打响后，

广大妇女群众给部队当向导、 送情报，筹
粮筹款，收容和掩护部队伤病员及失散人
员。 当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广大
妇女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重建中
原解放区，参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恢复
生产，向解放军提供粮食和物资，支援解
放军作战。很多妇女更直接参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提前做好备战工作，
征集粮食、组织担架队、掩护部队转移、加
入前线战斗，为湖北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
朽的功勋，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

历史证明了湖北妇女运动的红色基
因与生俱来， 深植于广大妇女群众心中。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与党和
人民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始终为国为民
而谋的探索拼搏和无私奉献，是湖北妇女
运动“红色基因”内核的生动诠释。在以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
大征程中，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湖
北妇女运动的红色基因， 坚持新发展理
念，为广大妇女全面、平等发展创造条件，
推动妇女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断拓展妇女
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
的深度和广度，号召广大妇女做“两个确
立”的拥护者、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
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充分发
挥“半边天”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巾帼贡献。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妇女干部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