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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瞿独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烈士之
女，出生于1921年11月，1946年8月入党。瞿独伊曾在
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作为我国
第一批驻外记者赴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其间多次
担任周总理和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瞿独伊一生淡泊
名利，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
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

赓续红色基因 传承父辈使命

瞿独伊一路见证了党的风雨历程和艰苦岁月。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
行，年幼的瞿独伊随父母一起到会场，曾为代表做掩护，
休会时为代表表演。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且健在
的只剩下瞿独伊。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为了避免国
内白色恐怖的残害，同时也考虑到带着孩子从事地下工作不方
便，他们将瞿独伊继续留在原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

“独伊怎么样？我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瞿秋白离开上
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处理的时候，
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瞿独伊。1935年秋的一天，瞿独伊和儿童
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特罗夫斯克旅游，她偶然从《共青团真
理报》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瞿独伊顿时头晕目眩，失声
大哭，当即昏倒在地。

父亲给予瞿独伊爱国教育的第一课是在俄罗斯生活期间，瞿秋
白寄给女儿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
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我从小就没有
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
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这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
现。”在后来的采访中，瞿独伊被问道，“爸爸妈妈教会你什么？”她
说：“爱祖国！”

瞿秋白牺牲后，瞿独伊常常回想起和父母相伴的日子，“我永远
也忘不了有一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的河里去撑木筏玩，
父亲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
歌，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
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这样的力量伴随着瞿独伊坚定地
踏上了革命道路。

因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
年跟随母亲回国，到达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审讯
中，敌人以诱惑的口气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
给你找一份工作。”瞿独伊愤怒地回答：“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
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
延安！”在狱中，狱友们开展党组织生活，瞿独伊旁听，这让她在自己
入党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为共产主义奋斗”成为她毕生的信仰。

1946年6月10日，瞿独伊一行人获救并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
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瞿独伊和丈夫一同被分配到
新华社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作为俄语播音员，瞿独伊在天安门
城楼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毛泽东的讲话。“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很
兴奋，能够向全世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觉得很光荣。”瞿
独伊说。

克己奉公 一心为党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资料显示，1950年，瞿独伊和她的丈夫李
何被派到莫斯科去建立新华社记者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
外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独伊和李何也成为我国第一批驻外
记者。

1950年3月12日，恰逢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选举投票日，为
了使每一位选民都有投票的机会，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也特别设立
了选民投票箱。正在赴任途中的李何和瞿独伊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上发现这一情形之后，立即对同行的苏联旅客进行了采访，了解他们
对此次苏维埃选举的感受和看法。这条消息后来成为新华社莫斯科
分社发自国外的第一篇新闻。

1950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盛典，新华社
莫斯科分社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反映了苏联人
民对新中国的友好和热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缺少俄文翻
译，因而有代表团访苏时，常常借瞿独伊去当翻译，甚至周总理访
苏、中国驻苏使馆张闻天大使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也
由瞿独伊当翻译。莫斯科分社在瞿独伊夫妇的努力下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

瞿独伊后来回忆：“在莫斯科，我们身兼数职，既是记
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甚至还是会
计、大师傅、采买员，各种零七八碎的琐事无不分散我
们的精力。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
长，刚好赶上下大雨，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一大段
路，到他那里后衣服、鞋子全湿透了。谈起工作，他说
你们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写封信派人送到外交部收
发室即可。当得知我们既没车子又没有通讯员时，不
禁哑然失笑。我们向他解释：中国目前要厉行节约，一
切力量都要放在建设上。”

瞿独伊不仅在工作中注意节约，在生活上也同样
要求自己简朴，在给她定薪时，她主动减掉700卢布。
当时记者站所用的电视机、收音机和照相机都是自费
购置的。瞿独伊生病住院费用要比苏联公民高三四
倍，未向公家报销。在国外工作期间，所得稿费绝大部
分她都交了党费。

1957年，瞿独伊夫妇奉调回国。他们离
去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队伍包
括译电员在内共有 4 人，大小车辆 2
部，各类通信器材也有了很大的
改善。

瞿独伊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
人，在建党100周年到来之际，这
位与党风雨同舟，命运共进的老
人，回首过去，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永不褪色。

（根据新华社、人民
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网资料编写）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黄宝妹家珍藏着一张老照片，是周总理接见她时被拍下
的一幕，这张照片成了她家的传家宝。“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
力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承担老党员的责任。”如今90岁的黄
宝妹依然这样说。

黄宝妹1953年成了第一批全国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先
后7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3次出席国际
会议；8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著名导演谢晋根
据其事迹拍摄了同名电影《黄宝妹》，影片中她本人饰演黄宝
妹，是那个时代的工人明星和时尚偶像。

从童工到劳模，她是新中国发展的“参与者”

1931年，黄宝妹出生于上海浦东高东乡麦家宅，她家里
很穷，作为老大，12岁时黄宝妹就跟随母亲贩盐卖。

13岁时，黄宝妹成了童工，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前身
——日资的裕丰纱厂。“我记得很清楚，报名是年初四，第二天
就正式上班了。我被分配到细纱车间，一天工作12个小时，
白班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夜班从晚上6点到次日早晨6
点，一个星期倒一次班。”

那时的交通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如果清晨6点上班，黄宝
妹凌晨3点就要从家里出发。

她暗想，哪怕再苦再累再屈辱，“技术一定要学到手。”经
过勤学苦练，她做到了“挡车400锭”，而一般工人只能到270
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黄宝妹回忆，马路上到处是
解放军，“劳动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在新的上海国棉十七厂，
黄宝妹迎来了重生，“当时我想，既然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纺纱也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就拼命干”。

全厂细纱车间的挡车女工中，就数黄宝妹的皮辊花（又叫
白花，是指粗纱进行细纺时，由于纱线断头而卷绕在皮辊或绒
辊上的棉纤维）出得最少，浪费最少。她纺的二十三支纱只有
0.3%，位居全厂前列。

爱动脑筋的黄宝妹还探索出一套“单线巡回、双面照顾、
不走回头路”的先进操作法，扩大看台能力，每个人从看400

锭扩大到800锭，节约了车间三分之一的人力，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黄宝妹还首创了“逐锭检修”法，这
样就可以及时调换歪锭子，改善机械状态；为减少
牵伸部分的飞花，保证棉纱质量，黄宝妹还与人
一同试制了一种“红芯子”（集合器），使皮辊花
大大减少。

黄宝妹成了纺织行业的带头人，1953年成
为第一批全国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她管理
的二纺细纱车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集体，并
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与此同时，进厂时还是文盲的黄宝妹，也
进了厂办的业余学校，得到了读书机会，“刚
进工厂，我一个字不认识，后来还是通过学唱
歌认了超过20个字，考上了夜校的小学3年
级。只要有空，我就用来学习——上班前的
时间、吃饭休息的时间、下班后的时间，后来
考了90分以上，跳级到5年级，然后又跳级
到初二。”

之后，她又进了东华大学（时名华东纺织
工学院，简称“华纺”）开办的“干部特别班”。

“我的基础太差，一开始老师上课我跟不上。
但既然来学了，就要学好。别人读一遍，我就
读两三遍，晚上也比别人睡得晚，星期天也不
回家，就在学校补课、学习。”

后来第一年学业考试，30个人淘汰11个人，黄宝妹通过了，
她是班级里唯一一个继续攻读大学的工人，并在两年后取得了毕
业证书。

在以她名字命名的电影中饰演自己

为了用镜头留住全国劳模的真人真事，1958年，谢晋导演和
摄制组来到了国棉十七厂，拍摄黄宝妹的故事，并决定让她“自己
演自己”。

当时她紧张得不得了，“第一天拍大扫除，连走路都不会了，一
个镜头连拍了8次，一想到浪费那么多胶卷，心里就特别不好受，我这
个人最看不得浪费了。”
谢晋导演和蔼可亲，耐心开导她，黄宝妹对镜头也慢慢习惯了起来，电

影顺利拍完。电影公映后，大家都夸黄宝妹演得好，甚至还有人提议她“弃
工从影”。

黄宝妹说，当时电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片在北京放映，周恩来总理
请电影主要演员吃饭，“我就和周总理坐在一起，当时文化部有人向周总理
提议，说我演得好，可以让我改行拍片”。
黄宝妹一听一下紧张了，马上说，“我不行的，拍电影连路都走不好”。黄宝

妹心里清楚，她不是专业演员，导演对她要求不高，“要是做专业演员，要求就不
一样了，连跑龙套都轮不到”。

黄宝妹一直相信“专业精神”，而她的专业领域就在车间。为此，她也放弃了
当厂干部的机会。

1957年，黄宝妹被调任厂工会副主席，“我有技术，在办公室里就浪费掉了，
就主动要求调回车间。”

就这样，黄宝妹一直在车间工作到1986年55岁退休前夕，她觉得很满足，
“因为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她是新中国发展的“奉献者”

黄宝妹退休后，始终坚持“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是不退休的。”她利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为启东筹办纺织厂出谋划策。

1994年黄宝妹集资办起了英豪科技实业公司，用获得的利润来帮助困
难劳模。回归社区后,她发现社区治理困难重重，小区业委会建不起来，作
为共产党员的黄宝妹重新拿起了劳模时期的钻研精神，和其他党员志愿者
挨家挨户了解并精准地找到居民需求，用绣花般的功夫解决了社区治理的
大难题。

疫情期间，已经90岁的黄宝妹充分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社
区带头并且号召小区的居民一起捐款。

黄宝妹在杨树浦生活了一辈子，也见证了杨树浦路沿江工业带
的历史变迁。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杨浦滨江，同老
党员、老劳模黄宝妹亲切交谈。黄宝妹激动地说：自己见证了上海从
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感到无比自豪。如今，黄宝妹身体依然硬朗，健步如飞。她
依旧发挥余热，带着她“不忘初心”的故事，走遍社区和企业，作报告，
上党课，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号召发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为国家的建
设做贡献。“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力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这是一个
老党员的责任。”黄宝妹说。

黄
宝
妹
：
让
﹃
全
国
人
民
穿
好
衣
﹄

瞿
独
伊
：
让
世
界
聆
听
开
国
大
典
盛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