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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

幸福是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我这一辈子是干事干出来的。”山
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党总
支书记郭凤莲告诉记者，“我 3 岁半来
到大寨村，大寨养育了我，也造就了我，
我和大寨村始终紧密相连。这些年我
一直没有停歇，紧跟党中央的政策，带
着大家伙儿搞生产、搞建设。”

记者来到大寨村时，正值国庆节前
夕，前来旅游、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记者沿着宽阔的水泥路来到半山腰上，
郭凤莲正站在家口门热情地迎接。她
留着齐耳短发，虽衣着朴素，却神采奕
奕，不减昔日“铁姑娘”的风采。

大寨村，这个太行山腹地的小村
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村民们挥
着头、担着箩筐，仅凭人挑肩扛，发挥
集体的力量，搬山填沟、兴修水利，在贫
瘠的山梁上造出片片梯田。1963 年遭
遇特大洪水灾害后，大寨人展现了非凡
的抗灾能力和重建精神。

如今，大寨村已焕发出崭新的面
貌。2012 年，大寨村被评为 AAAA 级
景区。全村 200多户村民，有一半吃上
了旅游饭。人们过去战天斗地建起的
梯田被保存下来，打造成大寨展览馆、
三战狼窝掌、大寨田等景点。村口一
排排 1963年后重建的青砖窑洞被改造
成民宿、农家乐、特产商店。制衣厂、
酒厂、饮料厂等企业先后兴起，村道、
环山路四通八达，村里统一修建起单
元楼、二层小楼，村民们只需花费五六
万元就能安居乐业。村里响应国家保
护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的号召，近一半
梯田退耕还林，虎头山上一片郁郁
葱葱。

“过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
农业生产，多打粮食，解决温饱问题。
现在时代不同了，要带领大家过上好
日子，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郭凤莲今
年已 78 岁，却依旧斗志满满，“不管什
么时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
能丢。”

一双肩膀“担”起生活

郭凤莲 1946 年出生，是距离大寨
村不远的武家坪村人。1949 年，郭凤
莲的母亲病故，外祖母将她接到大寨
村抚养。在郭凤莲的印象中，小时候
的大寨村“破破烂烂”的。村民们住的
大多是土窑洞，吃的是野菜、糠面。然
而，大寨村也有温暖的一面，大家都很
照顾郭凤莲这个没娘的孩子。郭凤莲
说：“我从小吃大寨饭长大。村里的大
人们我喊姥爷、舅舅，他们对我都很有
耐心，从来没骂过我一句，我与他们十
分亲近，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报答大
寨人的恩情。”

随着外祖母逐渐年迈，懂事的郭
凤莲主动承担起家务，一双肩膀早早
与扁担“结缘”。她 9 岁开始挑水，翻
过一座高坡，拎着小水桶，趴在井沿上
把水“摆”上来，再挑回去。冬天井台
上全是冰，姥姥在郭凤莲的腰间系一
根绳子，防止她一不留神掉下去。煤
炭要翻过山去几里外的煤矿挑来，年
幼的郭凤莲只能走一会儿，歇一会
儿。秋收时，郭凤莲要到集体粮场上
把分到的口粮背回家。好在大寨村历
来就有互帮互助的传统，姥爷、舅舅们
看到郭凤莲实在吃力，都会过来搭把
手。艰苦的环境，使郭凤莲从小养成
勤劳、坚强的品质。

大寨人说：“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
辛苦哪来甜。”虎头山脚下的大寨村山
高、沟深、坡陡。新中国成立前，全村耕
地不到八百亩，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
上，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三天无雨苗
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粮食亩产不足
二百斤。

从 1953年开始，每到冬天，村党支
部带领着全村五十多个劳动力顶风冒
雪，一块一块垒石头，一担一担挑泥
土，苦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誓要
把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都闸坝垒堰、
淤成良田，把坡地、圪梁地修成水平
梯田。

大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劲头让
郭凤莲大受感染。那时的大寨村人口
仅二百多，种地、修地全靠人力，劳动力
紧缺。郭凤莲 15 岁参加劳动，起初负

责在幼儿园照顾孩子们。一年半后，她
主动申请：“让年纪更小的人看孩子吧，
我要和大家一起在地里劳动！”

郭凤莲的肩膀又一次担上了扁
担，她的身影出现在大寨村的山沟、坡
梁上。她和大家一样，早晨 5点出发去
地里，早饭、午饭都在地里吃，一直干
到晚上才回家。冬天整修土地时，男
人们担来大石头垒坝，妇女们一筐筐
地挑来泥土垫地。垒好的大石块之间
有缝隙，妇女们就挑来小石块，把缝隙

“支”起来。
大寨人垒坝筑堰、填土造地，垒起石

坝180多道，总长15华里，修成2条盘山
水渠，2个小型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
把 300多亩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新增
80 多亩好地，将 4700 多块山地合并成
1900多块平展地。“沟沟壑壑种地，坡坡
凹凹打粮”，粮食产量一下提高了。

不让须眉的“铁姑娘”

1963 年，17 岁的郭凤莲不仅干活
是一把好手，还十分喜爱唱歌跳舞，是
大寨村的“金嗓子”，走到哪里就活跃到
哪里。

这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庄稼长
势喜人，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却不
期而至。从 8 月 2 日到 8 日，雨整整下
了7天7夜，一百多条大石坝被冲塌了，
层层梯田被冲成了沟壑。全村 802 亩
土地，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百分之九
十的庄稼倒伏。全村 140 孔窑洞倒塌
113孔，125间房屋倒塌77间，能住人的
只有17间。

那时，受灾地区都等着国家救济。
在连夜召开的村党支部会议上，郭凤莲
代表青年发表意见：“要干，就靠自力更
生干，咱们有党的领导，是天不怕、地不
怕的硬汉子，再大的困难也保证不向国
家伸手，还要保证作出更大的成绩来报
答党的关怀！”

大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白天
扶苗修地，晚上盖房建仓。大寨村的23
个姑娘自发组织起来，成立“铁姑娘
队”，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13岁，郭凤
莲担任队长。姑娘们勇挑重担，成为建
设新大寨的一支重要力量。

奋战五个昼夜，将 500多亩玉茭全
部扶了起来。修复冲坏了的梯田，姑娘
们用头把石块刨出来，再一点点重新
垒好。每天白天的劳动结束后，姑娘们
还要挑一百块砖，供村里统一修建新房
使用，完成任务才回家吃晚饭。

提到当年，“铁姑娘”中最小的贾春
兰眼睛一下亮起来：“冬天整修土地时，
天下着大雪，手冻得和石头粘在一起
了。别人让咱们回去，大家都说，‘他们
能干，咱们也能干！’救灾时，村里有好
几支突击队互相比赛，我们姑娘比男孩
还厉害哩。”

刚遭受灾害时，村里一片愁云惨
雾，大家干活时情绪都很凝重。郭凤莲
带头，姑娘们齐声唱起来：“大寨山上红
呀红旗飘，共产主义风格高，方便送给
人，困难自己挑……”清脆的歌声鼓舞
了人们的斗志。

“脚踏岩石头顶天，大寨姑娘意志
坚，铺平天，攀高山，加油干，多增产，
人人干劲冲破天，要把荒山变成太行
的米粮川。”这首姑娘们自编自演的歌
曲，唱出了她们不怕苦、不怕累、勇挑
重担的精神，唱出了她们在建设新大
寨第一线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精神
面貌。

1964 年，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频
发，多地粮食减产，大寨村虽逢大灾，秋
收时却喜获丰收——粮食总产量达 42
万斤，亩产 800多斤，除了自用，还为国
家贡献粮食30万斤。

把大寨建设好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大寨
村的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要组
织生产，还必须和社员们一样参加生产
劳动。郭凤莲也不例外。

“我们 23 个姑娘每天都在一起劳
动。我们虽然年纪小，但从来不搞特
殊，别人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遇到
比较难的农活，我们就团成一个团。一
块大石头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三五
个人来帮忙，我们团结起来把它搬走。”

郭凤莲说。
贾春兰说：“郭凤莲是我们的领班，

她每天起得比我们更早，去把当天的任
务领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手上没戴过
手套，脚上没穿过棉鞋，虽然穿得破破
烂烂，每天的心情都可好了。没有手
表，我们就看着月亮，比谁最先到地里，
天不亮就争先恐后去劳动。”

春天深耕、下种，夏天给作物上肥、
上水，秋天收获粮食，再把秸秆铡碎沤
成农家肥，冬天修土地，姑娘们跟着郭
凤莲走遍了大寨村的七沟八梁。

梳两条辫子或留着短发，卷起裤
腿，手握锄头或肩扛铁锹，是她们劳动
时最常见的形象。然而，姑娘们可不只
会干体力活，她们还是村里的文艺队。
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姑娘们在劳动之余
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歌颂党的好政策。
尽管身上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一点
不妨碍她们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每当村民们劳作休息时，姑娘们就
在田间地头给大伙儿表演节目。

大寨村的名声传扬出去后，来参观
的人越来越多。每当有重大访问活动
时，姑娘们的节目是接待来宾的重要
部分。

“铁姑娘”们都是民兵连的民兵，郭
凤莲还是神枪手，打靶百发百中。虎头
山上时常有狼出没，村里养的小猪仔被
叼走了几只。郭凤莲号召大家：“姐妹
们，咱们想办法把集体的财产保护好。”
姑娘们挎上枪，每天晚上加班在猪圈外
巡逻。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凤莲逐渐脱颖
而出。1973年6月，27岁的郭凤莲在大
家的推荐下成为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那时，我的愿望就是带着大家种

好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村民们都能吃
上玉米面、白面，早一点过上‘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郭凤莲说，
这些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把大寨村的
经济搞上去，把大寨村建设得越来
越美。

1991年后，郭凤莲再次担任党支部
书记，带领大家开启“二次创业”。一批
乡镇企业茁壮成长，旅游业蓬勃发展，
大寨村实现华丽转型。

大寨人手里的钱多了，幸福指数越
来越高。

大寨村兴修水利，把清洁的水引进
大寨，彻底解决了村民吃水、用水难题。

村里引进旅游公司，从 2010年起，
每到年底，入股的村民能获得 3000 元
分红，每位村民还能分到1000元钱。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拿到 200
元养老金，70 岁以上老人为 300 元，村
里提供的福利足以让老人们安享晚年。

从 1998 年起，村里就开始统一修
建住宅。村民们提出申请通过后，只需
拿出一部分资金，大部分费用都由村集
体经济出资。

“要当好党和农民沟通的桥梁，把
农民的心声反映给政府，把政府的回应
带给农民。”郭凤莲担任第四、五以及十
至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句话道出了
她的履职信条。这些年，聚焦农业面源
污染、农村垃圾处理、农民饮水、农药科
学使用、土地修复、退耕还林、药茶产
业、水土流失治理等议题，郭凤莲积极
建言献策。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干下
去，带领大寨村一直向前走，为国家‘三
农’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郭凤
莲坚定地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可以说，郭凤莲和她带领的“铁姑娘队”，在一
个时代留下靓丽的印记。

当记者顺着宽阔的水泥路走进大寨景区，看到
当年郭凤莲参与修建的漫山遍野的梯田，用石头垒
起的石坝，四通八达的沟渠，不禁慨叹，老一辈大寨
人用肩膀、用双手、用农具，竟能建造出如此伟大的
工程。尤其是“三战狼窝掌”景点，这条沟 3 里多
长、2丈多宽，比别处的山更高、坡更陡，垒坝用的
石块更大，凝结了许多聪明智慧。当年，不屈不挠
的大寨人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发
起挑战，经历一次次困难、失败之后始终不退缩，如
愚公移山般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郭凤莲提到最多的就是一
个“干”字。这个字既是她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更
道出了大寨村的生动故事——美好生活是大寨人
用肩膀担来的，用头刨出来的，用双手垒起来的，
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是艰苦奋斗拼出来的。

郭凤莲以及她带领的“铁姑娘队”，是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女性力量和担当的代表。她们自立
自强，在建设新大寨的战线上，冲锋在任务最艰巨
的地方，顶起“半边天”，推动大寨走向新的繁
荣。她们的活力鼓舞人们的劳动热情，是大寨村
跳动的音符。她们作为大寨民兵连的重要力量，
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如今的大寨村，当年村民战天斗地、治山治
水留下的宝贵财富，与改革开放后村民“二次创
业”结出的累累硕果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交相
辉映。

当年的“铁姑娘”们经历岁月的洗礼，早已两鬓
斑白，但她们的内心依旧火热。从用自己的双手建

设大寨、把穷山沟改造成米粮川的“铁姑娘”，到兴办一个个企业、
带领村民依靠勤劳和智慧过上富足小康生活的带头人，再到为老
百姓发声的全国人大代表，郭凤莲遇到过一个又一个困难，都被
她一一克服。这股精神，仍在继续传承和发扬，成为新时代向前
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