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期间的大生产运动，使得兴县老百姓、部队和机关的生活得到大大改善，尤其是驻兴八路
军将士更为明显。1944年，战士们已经达到每人每日5钱油、5钱盐、一斤多菜，和每人每月一斤半
肉的标准。吃不饱饭的现象没有了，干部战士的牙刷、牙粉、肥皂、毛巾等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基本
解决了，文化程度稍高的战士都用上了钢笔，不识字的战士也都有了学习文具，如写字的笔能买到
笔尖，而后插到高粱杆上用，还有了识字的沙盘子。

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穿衣，当时是大人没铺盖，小孩无衣穿。人们形容是：“灯笼笼裤，趿
拉拉鞋，十冬腊月大咧怀”。八路军战士也是冬无御寒衣被，夏缺遮体服装。其原因一是敌人的经
济封锁，外地棉花、布匹运不进来；二是兴县气候相对寒冷，一向不种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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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合作纺花织布互助合作纺花织布
————晋绥首府印象记晋绥首府印象记（（二十三二十三））

□□ 牛寨中牛寨中

随着纺织运动的不断发展，过去一家一户分散
的纺花织布和交易形式已经不适应，纺织合作社应
运而生。合作形式多种多样，灵活适用。兴县妇救
会干事、纺织英雄杨爱英采取了变工入股的方法，
吸收全村 80 多名劳动妇女，分成了几个组，20 个老
婆婆专门捻线，其他妇女有的织布，有的种地，包括
做军鞋、担水、家务杂活都可以变工。这种综合性
变工，有效地发挥了妇女的各自优势，照顾了贫困
妇女的利益。

为了推动全县纺织工作，县政府成立了纺织促进
会，指定专人负责种棉花、纺花织布工作，采取抓典型，
带全面，推广种棉花技术，发展纺花织布。魏建鳌是魏
家滩行政村村长兼地下党支部书记，发动群众集资办
起纺织厂，给全村妇女每人做了一架纺车，并供给棉
花。纺织合作社初组建时，只有 30 架纺车，两架织布
机。不久，纺车发展到 120架，织布机增加到 7架，魏家
滩成为全县有名的模范纺织合作社。到 1943年，纺织

厂有纺妇 32个，并成立了 6个纺织变工组。妇女们不
但能织土布，还会织柳条布、人字纹布。每年可织布
700余匹，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穿衣，还供给抗日部队
土布数百尺。县长刘献君撰文《魏家滩办纺织合作社》
一文在《抗战日报》上发表，1944年 12月 31日，在第四
届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上，魏建鳌被选为纺织英雄，受到
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

在纺织运动中，开明士绅牛友兰在原来“复庆永”
商店的基础上，集资一万元，于 1942年 5月创办了蔚汾
纺织厂，将生产的布匹直接提供给抗日部队。蔚汾纺
织厂后来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
大的纺织厂。晋西北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也筹集资
金，办起小型纺织厂，曾在太原桑蚕学校学过纺织专业
的夫人李云成为技术指导，三女儿汝苏也从孔家沟村
蔚汾纺织厂返回黑峪口纺纱织布，成了生产骨干，生产
出来的粗布、袜子、毛巾和军用裹腿布，供应兴县产销
合作社和 120师部队。

1918 年，兴县高家村、罗峪口、赵家坪、圪达上等
沿河西南乡村才开始购种棉花种子试验种植，慢慢地
全县沿黄乡镇及县川、西川地区才开始播种棉花，但面
积很小，产量也低。

1931年，全县种棉面积 4393亩，平均亩产 5公斤，
1940 年下降到 2130 亩，总产量 8612.5 公斤，平均亩产
4.04公斤。

但是 1944年在种棉纺花运动中，兴县种植棉花的
土地一下子扩大到 58044亩，总产量达到 16.5万公斤，
1946年达 22.5万公斤，平均亩产 5公斤。到 1949年平
均亩产达到 9.8公斤。

有了棉花就可以纺花织布，但农民尚无此习惯和
技术，所需布匹均由外购。为此，1941 年晋西北行署
颁布了《奖励垦荒织布办法》，其中规定一切纺织收入
免征公粮，优待抗属纺织。

1942 年，晋西北行署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
下大力发展小手工业，提出“第一要发展纺织业，扩大
公私纺织厂，并奖励私人投资家庭妇女纺织。”抗战日
报发表了《发动妇女纺纱织布》的社论，把发展纺织当

作经济建设方面与提高农业生产具有同等意义的“非
常重要的事情”。

1943 年 8 月又发出了《关于发展纺织业的决定》，
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发动妇女精纺，奖励精纺模范。妇
联会组织开办纺织训练班，学习纺纱织布，仅 1945 年
就举办 250期训练班。妇救会干部是纺织运动中的宣
传员、技术推广员。她们深入田间炕头，挨家挨户做工
作，利用冬学、扫盲识字班宣讲抗战的形势，讲纺织的
好处。有的妇女干部身背着棉花、纺车，走乡串户，手
把手地教妇女们纺线、织布。她们不断培养妇女纺织
典型，在群众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绝大部分妇女
学会了手工纺织。全县开展纺纱织布的自然村 757
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90%以上。西北农民银行为扶持
纺织业，两年间发放纺织贷款西北农印 3390 万元，贷
无籽棉花 15000斤，还采取预付布款的办法，在未交布
之前，先将布价的一半预付给纺织妇女，以解决她们的
困难。全县共有纺车 17853架、织布机 1189台，涌现出
不少女纺织英雄，如边区纺织英雄杨雨儿、杨爱英、刘
滑鱼，纺织模范白粉团、郭秀女、康桂英等。

晋绥党政军领导十分重视妇女纺织运动，亲自参
与到纺纱织布中来。贺龙司令员到临南碛口视察工
作时，亲自动手在农家炕头一上午纺了二两五钱棉
花，更加鼓舞了边区人民的大生产积极性。抗敌文工
团编了一首《贺司令员纺线线》的小歌曲，很快在当地
老百姓中传唱：

顾不得擦把汗，顾不得抽袋烟，贺老总（呀）他盘
腿坐，教咱纺线线。手把手摇纺车，手贴手扯棉团。
情意深呀线儿长，啊呀军民心相连……

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学会
纺花，他也在北坡村老乡家找来一架纺车支在办公
室，一有空儿，就坐在纺车前吱吱嗡嗡地摇个不停，一
只手捉着线头，抽出白白的又细又长的棉线，直到手
快扯到背后，又小心翼翼地倒摇着车，把细细的线丝
缠在线轴上。站在身边的林枫风趣地说：“谁说当兵
的只会打仗，花木兰能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边
关，八路军的男子汉也能纺花织布。”

正是像贺龙、关向应同志一样，晋绥边区党政军
民齐动手，历经三年时间，兴县成为一个被时代巨轮
推上纺织道路的典型：全县纺织妇女由原来的千余人
人发展为 9100多人。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
全县妇女纺织运动也来了个大发展，纺织村庄达到
757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95%，纺织妇女又扩大一万两
千人，不光是中老年妇女，尚未成年的女孩子也加入
到纺织行列中来，全县土布产量 5万余匹，人均半匹，
基本上做到穿衣自给。妇女纺织成为一场蓬蓬勃勃、
规模浩大的生产运动，既解决了军民的穿衣问题，支
援了抗战，又为妇女的自身解放开创了更广阔的前
景，在妇女运动史上谱写出了辉煌的一页。

八路军将士有了布，可就热闹了。无论机关营
房，那些五大三粗掂大枪扛大炮的汉子们，都成了穿
针引线的“巧妇”、“绣女”，或者自裁自缝，或者拿着一
块土布，到处找老乡帮忙裁剪。还有的战士三个一
群，五个一伙，到处打槐树籽，刨树根，或者烧草木灰，
用树籽、树根和草木灰熬制成灰色染料染色，放进锅
里染色。战士们就这样穿上军装。虽然染色重一块
轻一块，穿在身上不怎么好看，倒也高兴的不得了。

互助合作纺花织布，不仅极大地鼓舞着广大抗日
军民，同时也有力地吸引着国际友人。1944 年 8 月，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访问晋绥边区，来到兴
县时，目睹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发表文章说：“边区
的政府官员和防军从事垦荒、纺花、织布，把他们的技
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他们教农
民组织在合作之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获取抗战
的人力……到 1944 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它
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晋绥那边的老
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穿得好，吃得好。”
1985年，80岁高龄的爱泼斯坦又重访兴县，看到老区
人民的发展变化，极为高兴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
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
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军民齐心纺花织布鼓励种棉纺花

发展纺织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