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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

共产主义战士
模范妇女领袖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出生于湖南溆浦，是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

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向警予年幼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1912年，她以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

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在这里，向警予认识了蔡畅，并因此结识了蔡和森和
毛泽东。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警予，寓意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1919年秋，向警予应蔡畅之约，去长沙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同时加入新民学会。留法
期间，她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帮助蔡和森翻译马克思著作，并与蔡和森结成革命伴侣。

1922年初回国，向警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她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随后，她参与和领导了多
次罢工斗争。

1928年3月20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用尽手段，没有从她口中得到
党的任何机密。5月1日，向警予英勇就义，时年33岁。蔡和森闻讯后，奋笔疾书写下了《向警予同志
传》表达怀念。

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她为妇女解放、为
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杨开慧

“湖湘女杰”是骄杨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细雨之中，松柏之间，杨开慧烈士墓园庄严肃穆，前

来瞻仰祭拜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墓后花岗岩护壁上印刻的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将人
们的思绪带回到“湖湘女杰”杨开慧奋斗的年代。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
的学者、教育家。1913年，杨开慧随父亲迁往长沙，并在那里认识毛泽东。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同年9月，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其间，毛泽
东和杨开慧相爱。1920年冬，她和毛泽东在长沙结为革命伴侣。

1922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杨开慧随同协助，并
同向警予一起组织女工夜校。1925年2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
板仓开展地下斗争。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敌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
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

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在赵一曼当年所作《滨江述怀》诗中，尽显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80多年前，这位巾帼英雄在东北林海雪原中英勇抗击日寇，令敌人闻风丧胆。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出生在四川宜宾。学生时代的赵一曼，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

号召力成为学生领袖，带领学生积极开展各项革命运动。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从苏联学习归来后，赵一曼曾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在东北，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
曾参与领导了震惊日伪统治集团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热忱。
1935年秋，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为掩护部队
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牺牲时年仅31岁。临刑前，她曾给幼子写下一封感人至深
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
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这封遗书后来经“宁儿”陈掖贤重新誊写，留给他的女儿
陈红。陈红说，“父亲告诉我，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
去。”

2009年，赵一曼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江竹筠

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1920年，江竹筠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为生活所迫，幼年的江竹

筠跟着母亲到重庆投奔亲戚。进入小学的江竹筠勤奋刻苦、成绩出众。随后，江竹筠先后进入重庆南
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中华职业学校和四川大学学习。

1939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
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
络工作。同时，他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

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
正式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

责处理党内
事务和内外联
络工作，同志们都
亲 切 地 称 她“ 江
姐”。

1948年，彭咏梧
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
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
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同
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江
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被关
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敌
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
不屈。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
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
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被后
来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又被陆续搬上
舞台、银幕和荧屏，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
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刘胡兰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云周西村坐落在山西吕梁山下的汾河畔，是一个有着1000
多口人的平川村。1932年10月，刘胡兰出生在当地一户农民家庭。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等群众曾冒着炮火为八
路军运送物资，而继母胡文秀曾是娘家村妇救会委员，经常教刘胡兰
识字，给她讲进步道理。在革命氛围和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刘胡兰很快
成长起来。1942年，文水平川第一支儿童团在云周西村成立，10岁的刘
胡兰担任儿童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
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11月，刘胡兰参加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
班，革命觉悟进一步提高。

回村后，刘胡兰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
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
长，于1946年6月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14岁。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在敌人威胁面前，
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最终英勇就义。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
正式党员。

常香玉

戏比天大
忠心报国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
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９岁起随父学

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常香玉取百家之
长，集豫剧之大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
吸收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

等唱腔，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
术。

从艺70年，常香玉共演出剧目100多部，在
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穆

桂英、李双双等经典妇女形象，使豫剧从一个地方
戏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戏比天大”、德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承诺和追

求。常香玉和她带领的剧团一直坚持“三三三制”演出——
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

观众和官兵巡回演出。
1951年，全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常香玉迸出这样一

个念头：在全国巡演、义演，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飞机。
巡演、义演出发前，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把自己所

有的首饰及多年积蓄拿了出来，还把自己的3个孩子送进托儿
所。半年时间里，她带领香玉剧社成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
逾万里，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这件事极大鼓舞了当时全国军民
的爱国心。

1953年，常香玉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
1959年，常香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香玉剧社号”飞机陈列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成为凡人壮歌的永远见证。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81岁。2004年7月，国务院
追授这位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常香玉当选“100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
号。

申纪兰

人民的好代表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抗战时期，她曾担任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组

长。嫁到西沟村后，她一样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
担任副社长。当时男女之间不合理的计酬机制严重挫伤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的积极性，申纪兰为了证明“男女同工同酬”的合理性，她组织女社
员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性劳动能力并不比男性差。
1952年，西沟村就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
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改革开放以来，申纪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
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她在西沟村将村办企业搞得风生水起
……为保护生态环境，申纪兰和西沟村村民逐渐改变观念，“转换
赛道”开展纺织服装和香菇种植，并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始发展特

色产业等。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几十年间，申纪兰提出了很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建议

和议案。申纪兰曾说：“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
申纪兰一生不忘初心。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

先锋”“最美奋斗者”、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称号，2019年成为首批“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
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在山西省长治市逝世，享年91岁。西沟村村民说，申纪兰

虽然走了，但她的贡献会被永远铭记，她的故事将永远流传。

王瑛

巴山红叶别样红
王瑛，1961年出生。1982年，她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巴中县畜牧局工作，之

后被调入地方纪委工作，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个头瘦小的王瑛一身硬骨。了解王瑛的人都知道，在她面前说情是行不通的。在担任南江县纪

委书记的几年里，她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坚持一查到
底，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在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她探索创新纪检监察工作为民服务零距离、干群关系零隔阂、监督监察
零空档、案件查处零搁置、再塑形象零起点的“五个零”工作法，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坚决维护党的纪
律、国家法律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她提出设立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督查员制度的设想，使
村级信访案件大幅下降。

王瑛工作在纪检监察一线20年，担任南江县级领导多年，一直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多次拒
收礼金。她常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公共权力，如果用权力谋私利，就是对人民的背叛！”

2006年7月，南江遭遇特大旱灾，王瑛累倒在抗旱一线，经查身患肺癌晚期。她谢绝上级组
织调换轻松岗位的提议。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南江成为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已是肺
癌晚期、正在重庆接受化疗的王瑛立即提前结束治疗返回南江参与救灾，一连数月，直到生命最
后一刻。

2008年11月，王瑛因病去世，年仅47岁。她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改
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这位一生痴爱红叶的女子，有着红叶一般的风骨和品格，她把一生奉
献给了革命老区巴中这片红色沃土，被大巴山人亲切地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

任长霞

登封“女神警”百姓“贴心人”
任长霞生于1964年，河南省睢县人。1983年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从事预

审工作。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是登封市公安局局长。
从警21年，她忠诚履职尽责，守护一方平安，赢得群众广泛赞誉。任长霞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据统计，任长霞在中原分局预审科工作期间，共挖余罪、破积案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余

人，创造了河南公安预审史上无可比拟的成绩。
2001年4月，任长霞被任命为登封市公安局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公安

局长。在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的短短3年中，她带领民警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3420起，亲自处理群众来访来信3467人（件）次，查结积案100多起……当地群众都说登封来了一
位“女神警”。

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霞在郑州市公安局汇报完工作，连夜赶回登封部署一起重大案件侦破
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牺牲，年仅40岁。任长霞牺牲后，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2019年9月，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叶欣

身先士卒的白衣战士
1956年，叶欣出生于广东徐闻一个医学世家。1974年，叶欣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1976

年毕业时，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留院工作。1996年，叶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性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

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叶欣身先士卒，全身心投入对急
危重“非典”病人的检查、抢救、治疗、护理工作。

“这里危险，让我来！”这是叶欣在抢救“非典”患者时常说的一句话。为了防止同事被感染，每天
上班，她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打来开水拿来预防药，亲眼看着大家吃下去。她反复提醒大家做好各项隔
离措施，从医生到护工一个不落，检查极为严谨和认真。

在一次抢救危重“非典”患者过程中，叶欣不幸感染，不得不住进了病房。即使倒在病床上，叶欣
仍然不时通过呼叫仪询问其他“非典”患者的护理情况。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笔吃力地写下：“不要靠近我，会传染……”2003年3月25日凌晨，叶欣
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7岁。

从开始护理“非典”病人直到病倒，叶欣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
有回过一次家，用生命谱写了一个白衣战士舍身救死的感人篇章。叶
欣殉职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人民健
康好卫士”荣誉称号及“白求恩奖章”“南丁格尔奖章”；
2009年，叶欣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为弘扬叶欣精神，
广东省中医院把3月 25日确立为

“叶欣纪念日”。

向警予

杨开慧

常香玉

刘胡兰

王瑛

江竹筠

任长霞

申纪兰

叶欣

榜样的感召超越时空，精神的力量无坚不摧。向警予、杨开慧、赵一曼、江竹筠、任长霞……每
当我们重温这些名字，心中总是感到自豪、充满敬意：她们是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是顽强奋斗的
英雄人物，是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才成就了百年
大党的辉煌历史。英雄不朽，值得永怀。

赵一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