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怀念 

—缅怀全国劳动模范卢翠英 

  光阴似箭，时光如流。我们尊敬的原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妇女代表，房山

县周口村党支部书记卢翠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房山解放后，她在

拥军村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宣传婚姻法，组织妇女冲破旧思想束缚，参加

生产劳动，组织农业互助合作，支援城市工业建设等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 年 9 月卢翠英同志光荣地出席了首届全国战

斗英雄和工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和全国一、二次妇女代表大会等四次全国

性的大会及河北省察哈尔省劳动模范和妇女代表大会。七次受到毛主席、周

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卢翠英的模范事迹，不仅载入房山区历史大

事记中，一直以来她的名字仍在房山区的世人中传颂和怀念。 

苦难的童年 

  卢翠英 1930 年 3 月出生在房山区周口村一个贫农家里，全家 4 口人，没

有土地，仅有一间六平方米的土坯房，年久没有钱修理，在屋里能够看见蓝

天，八岁开始干零活，12 岁跟着父亲去二里地远的周口店村南河滩的煤窑

拾煤核，供家里取暖。15 岁就走街串巷卖些香烟，块糖等帮助父亲维持家

庭生活。 

  她性格刚强，不畏强暴，不占别人便宜心地善良。一次她在家门口卖香烟，

一个伪房山县保安团的兵痞（老百姓称白狗子）拿起一盒“老刀”牌香烟就

走，她上前拉着那个白狗子说“你还没给钱呢”那个白狗子翻着白眼说“老

子抽一盒烟还要钱反了你啦”转身就走，她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拉着那白狗子

不放，白狗子举起拳头就要打她，这时，父亲听到喊声从家里出来赶紧向那



个白狗子说了些好话，把她叫回了家。乡亲们都说“这孩子将来能成事”。 

  这件事让她非常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对弱者非常关心，一次本村一个困难

户杜刘氏长期有病，想吃花生米没钱买，她主动送去一包不收钱，这位病人

十分感动。 

  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无恶不做的行径，她深恶痛绝，恨之入骨，

非常希望有一天能有一个党或者什么人把这些坏人全消灭掉，把老百姓解放

出来。 

  春雷响，闪电照，雷鸣闪电驱散了乌云，见到了阳光，1948 年 12 月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房山县，推垮了房山县伪政权，共产党迅速接管了房

山县城，从此，房山县城回到了人民手中，全县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欢天

喜地的庆祝解放。 

  地主富农的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卢翠英深恶痛绝，她亲眼看到了

共产党关心群众、热爱群众，和群众心连心，是带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唯一

的党。她说“旧社会这党、那党都是骗人的党，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真

心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谋幸福的党”。她坚定了信心，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1949 年 3 月 1 日她和卢玉琴、许淑琴同志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

又发展了未志功，未士忠、未栋等同志入党，经民主选举，她担任了周口村

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年仅 19 岁。 

冲破旧思想束缚 

  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尽快地使老百姓当家做主人，于 1949 年初，中共

房山县委举办了土地改革培训班，培训土地改革的骨干，卢翠英积极参加了

培训班。 



  参加培训班冲破了不少阻力。一是乡亲们的耻笑。我国千年的历史就是一

部封建思想史，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意思是男女

不能一起做事，妇女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能在家里围绕“三台”（锅

台、碾台、磨台）转，否则，就要被人耻笑。二是父母的阻拦，卢翠英的父

亲一生受人欺侮，别人骑在头上不反抗的人。母亲一辈子没跟别人吵过嘴。

老两口儿极力阻拦她参加培训班，对她说：“培训班是得罪人的事，你别把

人都得罪了，你如果非去我们就不认你这个闺女。”她耐心地对父母说：“您

要舍得我给别人当闺女去”，向父母讲清，只有跟着共产党穷人才不受压迫

的道理。老两口儿觉得闺女讲得在理儿，最后同意了她参加培训班学习，还

帮她打了背包，送她出门，嘱咐她好好学习。 

新社会当家作主 

  学习班结束后，卢翠英满腔热情地回到了村里，在土改工作队的指导下，

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民主选举了协会的领导，

卢翠英任协会主席。然后，依据土地改革政策，对全村逐户进行了精准地划

分成份。经过认真细致地工作，分别划分出了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

上中农、富宏、地主共七种成份。 

  为了团结大多数，她和协会认真执行党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

打击少数反动的地主、富农。经过细致地工作，全村共划出了地主 4 户、富

农 3 户。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周口村贫下中农协会正式挂牌成立，土改工作

有序进行。 

  刚解放的房山县，国民党伪政权的匪特、军警、旧政府的伪要员尚未肃清，

甚至有的敌特要员下落不明，如伪房山县保安团大队长吴茂之，军统特务组



长毛长福，国民党伪军师长郑祖尧等敌特要员还潜伏在民间与其残匪不时窜

到农村造谣生事，蛊惑人心，煽动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对土地改革进行破

坏，尤其周口村离房山县城较近，周口店又是日伪时期重要据点之一，四通

八达，是敌残余势力目标。因此，对新生政权的巩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

击敌人，保护人民，教育群众的重任，就压在了周口村党支部的肩上。如何

化解各种风险，卢翠英力挽狂澜，她从依靠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

入手，敢于向敌人针锋相对斗争，向地主富农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如召开斗争地主、富农大会时，群众思想有顾虑，发言不踊跃。她从实际出

发带头发言揭发批判国民党及反动派欺压老百姓的罪行，揭露本村一个反动

富农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行，群众看到她这种勇于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勇气

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很大鼓舞，打消了顾虑，广大贫下中农都争着上台揭

发地主富农对穷人剥削的罪恶和他们的反动言论。  

  经过几场斗争会，群众情绪激动，热情高涨，积极参加新政权组织的各种

活动。反动的地富份子向人民低头认罪，老百姓真正扬眉吐气，广大贫下中

农都高兴地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大救星，要永

远跟着共产党走。” 

  牢记使命。卢翠英在革命的路上，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她职务多变，工

作多变，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的思想始终不变，从不挑五捡六，只要是党布

置的工作，她二话不说，积极去做。 

  一、加强对新政权的安全保卫工作。农民协会成立后，卢翠英深知新政权

来之不易，敌人还不甘心失败，随时都会对贫下中农协会进行破坏，她对大

家说：“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敌人对自己的失败不会甘心，我们必须



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进行破坏。”她建议成立了基干民兵巡逻队，昼夜进行

巡逻，保卫村里的安全，保护老百姓的庄稼不丢失。每天夜里带枪巡逻，只

要她不外出就一定参加，重点防范偏僻的地方，防止敌人进村破坏。她说：

“敌人就像老鼠一样，不敢在明处进行破坏，只能偷偷摸摸在暗处进行破坏，

我们要特别注意阴暗角落。”一次夜里 12 点多钟，她带领巡逻队走在村北的

一个小胡同时，恰巧遇上一小股伪房山县保安团头子张德祥漏网的残余窜进

村，被巡逻队发现，击退了。还有一次夜里 2 点多钟，人们正熟睡，反动残

余马德福带领几个人从村西的“西洼子”偷偷进村，刚一进村被巡逻队发现，

经过激烈战斗，击退了敌人的破坏。不管敌人从哪里进村，都会遭到民兵巡

逻队的痛击。 

  二、冲破千年世俗，打破妇女头上的枷锁，带领妇女参加劳动，提高妇女

地位，真正体现男女平等。 

  解放前由于封建思想意识的束缚，大部分妇女都是围着“三台”（锅台、

碾台、磨台）转，卢翠英意识到，妇女只有走出家门，同男人一同去田间劳

动，不靠男人吃饭，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她毅然带头走出家门，走向田间和

男同志一起干活。在她眼里没有不会干的活，她说：“只要跟它较上劲就没

有不会的”，耕地扶犁她不会，就主动向本村劳动能手付宝良老一辈请教，

为学习扶犁，她把脚扎破了硬咬牙坚持，直到掌握了扶犁要领她才休息。力

气活她不知什么叫累。栽白薯挑水是最累的活，她抢着和男同志一起争高低，

一天比男同志多挑两趟水（往返四里路远）。插秧培根时别人休息她不休息，

劝她休息她说：“过去给地主富农干活觉着累，现在给咱自己干活不累”，她

的工效比别人高 20%，由于她勤奋、刻苦，终于掌握了耕、耩、锄、刨、提



楼下种，扬场打垛等农业生产技术。在她的带动下，全村 260 多名妇女，积

极走出家门，走在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战场，和男同志一起劳动，自愿组织

临时互助组 24 个，卢玉琴、许淑琴二人成了发动互助合作的骨干，担负起

全村春耕生产任务，腾出 1500 多人次男劳动力到灰窑、煤窑干活，全村绝

大多户都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 

  卢翠英十分注意全面工作，对农业生产非常关心。她说：“农村就要以农

业为主，不搞好农业生产就影响吃饭”，因此，她经常注意农业生产的旱、

涝、病、虫等灾害。1951 年的八月份，正当各种作物吐穗扬花灌浆时上了

粘虫，发展很快，仅两天时间粘虫就发展到了三伶，少数地块达到了四伶，

眼看即将收获的庄稼就要被粘虫吃掉，农民十分着急。她立即到供销社联系

农药等。周口店供销社主任王德和当即组织农药及喷药工具，当天带领员工

送来了“六六”粉和喷粉器等灭虫工具，并指导使用方法，卢翠英急切地说：

“粘虫是我们的敌人，消灭粘虫就是消灭敌人。”她立即以党团员为骨干，

组织群众投入了灭虫抗灾战斗。在战斗中她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和全村

的群众一起奋战在第一线，经过两天奋战，全村近 2000 亩农作物普面打了

一遍农药，及时消灭了害虫，保证了农作物正常生长，基本上没减产。 

  这次灭虫抗灾，让群众看到了国民党时期村里的伪保长等只向老百姓强征

苛捐杂税和抓兵，对老百姓的利益根本不关心。而今天共产党的干部把老百

姓的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管，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一些老人都夸奖地说：“咱

们老百姓跟这丫头走错不了。” 

  周口村过去由于贫穷，绝大部分男同志走煤窑、上灰窑，蹲劳动力市场（地

主富农到市场雇劳力的地方）出卖苦力。多少年来贫下中农缺少土地，全村



看不到果树，老百姓一年四季吃不到水果。卢翠英对这种历史状况很不满意，

决心予以改变，她找到了本村的出席省、市的劳模付宝良同志商量，利用劣

质土地发展果树，调解农民生活，经过她做思想工作，决定在村北丘陵岗上

栽种果树。 

  为了解决资金、劳力不足问题，她发动全乡青年义务劳动挖树坑，开展少

吸一盒烟、少买一件新衣服，节约资金投资买树苗的活动，全乡青年积极响

应，仅七天义务劳动挖树坑 2500 多个，投资 2000 多元，栽苹果树 1500 株、

大桃树 1000 株，并在全村四周造林 1500 多株。 

  这次活动她和青年一起由始至终在一起行动，个人投资现金 50 元。 

  她的行动大大鼓舞了广大青年，团总支副书记李淑芬把准备买衣服的 10

元钱投资买树苗。三年后，这个光秃秃的丘陵披上了绿装，变成了绿油油的

花果园，除了给村民分配外，每年向国家交售鲜果近 10 万斤。 

  三、共产党员只有服从组织，努力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责任，而

没有丝毫讲条件，怕困难的权利。这是卢翠英用于衡量自己的标准。京津战

役结束后，我军南下路过周口村时，她组织全村妇女做军鞋 2600 多双，筹

备军粮 3 万多斤，烙大饼慰问解放军同志。 

  卢翠英入党后积极完成党组织分配给她的各项任务，只要党组织需要，她

就任劳任怨，从不讲条件。从 1949 年至 1956 年任周口村党支部书记和周口

村小乡党总支书记时，当时没有报酬，1957 年至 1962 年 6 年间原城关大公

社频繁调动多处工作，她都干的挺好。曾任炼铁专业连的指导员、任耐火材

料厂厂长、鞋厂厂长、残疾人福利厂的厂长，后被县里调到霞云岭公社妇联

会工作，在这些单位任职大部分随社员一起按挣工分标准记工分，有的只有



少量的补贴（每月 28-30 元），她从没有怨言，任劳任怨，不向党组织讲条

件。她说：“干点儿工作就讲条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2 年她积极响应党“回乡支援农业”的号召，毅然回村参加劳动，并

担任周口村第四生产队妇女队长。 

  2006 年这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十几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巾帼英雄走完

了她的一生，与世长辞，享年 76 岁。 

  缅怀她的事迹，学习她的精神，继承她的遗志，不负她的希望，就要认真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引，扎扎实实工作，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为实现两个百年的伟

大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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