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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英
勇无畏的渤海区
军民坚定革命理
想信念，不怕牺
牲、艰苦奋斗，团
结一心、浴血奋
战，创造了彪炳
史 册 的 辉 煌 战
绩，谱写了荡气
回 肠 的 英 雄 赞
歌，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孕育形
成了“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
的“ 老 渤 海 精
神”。

新时代下，
传承和弘扬这一
优良传统，重温
渤海区光辉的革
命斗争历程，缅
怀渤海区党政军
民的丰功伟绩，
对激励全市上下
加快推进品质滨
州建设，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
最美滨州篇章具
有重要意义。本
报特开设《渤海
老区印记》栏目，
进一步深入挖掘
新时代背景下渤
海革命传统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
脉、汲取信仰力
量，更好助力新
时代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

“ 童 养 媳 当 上 区 长 了 ！”
1947 年，韩秀贞担任博兴县陈
户区副区长，成为渤海区成立
以来的第一个女区长。上任
那天，从卞家村到陈户区沿途
各村的群众都自发地敲锣打
鼓，夹道欢迎。

韩秀贞，1918 年 11 月 15
日出生于博兴县吕艺镇辛集
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自
幼家境贫寒，11 岁就被父母送
给卞家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
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白天干
活，晚上还要学着纺棉花、织
布、做针线，连顿饱饭也吃不
上。

1941 年 1 月，王梦林担任
博兴县妇救会会长，她在博兴

县第三区、六区和十区一带活
动，带领妇女反封建、学文化、
学政治。韩秀贞进步很快，同
年 7 月，经傅兰英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入党以后，韩秀贞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一个普
通的农家妇女逐步成长为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卞家村，由于韩秀贞心
灵手巧、吃苦耐劳、思想开通，
又乐于为群众办事，深受村民
的信任和拥护。1942 年，为了
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财
政困难，韩秀贞响应清河区党
委“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号
召，在村里组织妇女成立了博
兴县第一个纺织互助组，帮助
姐妹们贷款、贷棉，组织她们

纺线织布,做军鞋、裹腿、子
弹袋等军用品，源源不断地
供应清河区部队。在她们的
带动下，陈户各村都成立了
纺织互助组。当时，村里的
男青年纷纷参军，韩秀贞就
带领妇女们下坡干活，帮助
军属磨面、挑水、拾柴、做衣
服，解除前线战士的后顾之
忧。

1942 年的“三八”妇女
节，中共博兴县委在陈户召
开了全县妇女大会，会上韩
秀贞被评为纺织模范，获得
一等奖。1945 年12 月16 日，
韩秀贞在博兴县群英大会上
被评为劳动英雄，24 日出席
渤海区劳模大会。1947 年，

韩秀贞担任博兴县陈户区副区
长，成为渤海区成立以来的第一
个女区长。

韩秀贞深知当区长意味着
更艰巨的任务、更大的责任，她
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周张战役中，她带着担架队抢救
伤员，有时用担架抬上伤员一走
就是几十里。1949 年 3 月，韩秀
贞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出席了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妇女
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
言，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
化故事》）

渤海区女区长韩秀贞

    “我把这些文件和铜元小
心翼翼地放在自己的衣箱里。
后来，我担心发生意外，又先
后转移到灶膛里、炕洞里，最
后决定把它藏在最安全的住
房夹墙里。这既是党的秘密，
又是许多党员在艰苦生活中
积攒起来的血汗钱，是党的一
笔财产，组织交予我保管是对
我极大的信任，无论如何也要
保管好，更要克服困难等到胜
利那一天，再亲手交给刘振东
夫妇。”朴实的话语，包含着李
淑贞对党的忠贞与信仰！ 

李淑贞，无棣县车王镇刘
邢王村人，1913 年出生。在党
组织的培养下，她由一名普通
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出色
的地下交通员，并于 1939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43 年，冀鲁边区发生邢
仁甫叛变事件，无棣县的抗日
斗争形势更加艰难，大批共产
党员被杀害，党组织遭受严重
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上级
命令无棣二区区委书记刘振
东夫妇撤离。

临行前，刘振东夫妇把党
的一部分重要文件和原二、三
区全体党员一年来的党费，总
共 512 枚铜元交给地下交通员
李淑贞保管。

当时，李淑贞丈夫已经因
病去世，公婆和年幼的儿子都
指望其照顾，担水拾柴等繁重
的活儿都是她一人承担，生活
很是艰苦。但她不忘党员的
身份，受党组织的委派，经常
装扮成“走亲戚”的农妇，深入
日伪军据点驻地搜集情报。

此时，党组织正处于秘密状
态，无法对李淑贞进行公开的
照顾，但她咬牙坚持住了，完
成党交代的任务，也没有动用
一分一毫的党费。

1945 年的一天，7 岁的儿
子哭着闹着要吃窝头，李淑贞
急了，一巴掌扇了过去，孩子
眼里噙着泪水不哭了。李淑
贞心痛地把孩子紧紧搂在怀
里，对孩子说：“娃，娘蒸枣糠
饼子给你吃。”她把卖不出去
的烂枣放在炕头上烘干，用石
磨碾成面子，拌上黄蓿菜种
子，蒸了一锅枣糠饼子。儿子

捧起饼子狼吞虎咽，而那一袋
铜元，就在孩子身后的夹墙
里。

很 多 时 候 ，家 里 清 锅 冷
灶，无米下锅。但李淑贞连

“挪用党费”的念头都未动一
下，“我想如果把那一袋铜元
挪用一个子儿，即便以后补
上，也是对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的亵渎”。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淑贞
又把身心全部投入到支援解
放战争中去。1952 年，李淑贞
千方百计才打听到在县里工
作的刘振东的住址。没想到，

她去交还党费时，刘振东夫妇
又调往上海工作了，这一去就
是几十年。

直到 1983 年，她才找到当
年委托她保管党费的原无棣
县二区区委书记刘振东，将珍
藏了 40 年的 512 枚铜元党费
和朱德总司令签署的日文传
单等文件交给了刘振东。

望着李淑贞保存下来的
文件和 512 枚铜元，刘振东夫
妇惊呆了，他们颤抖着握着李
淑贞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
文化故事》）

李淑贞归还党费时的照片 （中间是李淑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