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事业取得显著进展的 40 年，也是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的 40 年：40 年来，以高考为

入口的高等教育硕果累累。“十二五”期间，
普通本科高校 5 年累计输送近 2000 万专业人

才，为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

近 1000 万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各类培训达上
亿人次。2016 年，全国共有 118 所高校作为

主要完成学位，获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三

大奖通用项目 172 项，占通用项目 总数的

77.8%，再创新高。
总之，40 年来，高考伴随着民族的记忆，

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变革；40 年来，数以亿计

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走进了另一种人生。而

在这 40 年间，改革的步伐也从未停止过。其
中，既有技术方面的改进，也有制度方面的

革新，体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回顾高考

40 年的改革历程和实践探索，留给后人的是

充满智慧的经验和无比宝贵的借鉴。只有正
确认识高考改革对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才

能为我国高考改革的推进，拓展诸多新视角，

提供更多有益思路。
（责编 孟红）

往事如虹：大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如是说

（山西）宋立英（口述） 苗武军 白续宏 张谦（整理）

第一个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任

我父亲是从山东逃荒到大寨的，我 1930 年

阴历十月廿八出生在大寨。家里穷，吃了上顿

没下顿，十来岁时我就到有钱人家当使唤丫头。
当时贾进财也在这家干活，他从小没了爹娘，

就在这个二奶奶家长大、当长工。我 13 岁那

年，他叔做主给了我家一石玉茭，父母就把我

许配给了比我大 20 岁的贾进财，他家又用一斗
米把我娶过门。1945 年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

改，我俩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是大寨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秘密入

的党，连丈夫都不知道。那是 1947 年 10 月
的一天，负责大寨片区党组织活动的共产党

员邢玉琴悄悄

找到我，问我

愿不愿意加入
共产党。当时

我 才 17 岁 ，

不太清楚共产

党 是 干 什 么
的 ， 她 就 给

讲，“共产党

是为穷人打天

下的，是打坏
人、解放穷人

的，只有穷人才能入党”。我小时候听说过

不少游击队的事儿，也明白不少道理，一听

共 产 党 是 救 穷 人 的 ， 就 很 坚 定 地 回 答 说 ：
“我愿意加入！”那时党员的候补期只有半个

月。这样，半个月后我就入了党，成了大寨

时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的宋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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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第一个女党员。入党第一次参加组织活

动时，我才发现老贾已是党员了，心里一直

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这
不就是党的组织纪律吗？自己入党不是也没

告他吗？

入党不久，我就当了大寨妇救会主任，

是村里第一任妇女主任。当上干部后我把心
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样样事情都走在前头。
为支援前线，我组织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

军上前线；为填补男人们走后出现的劳动力

不足，我又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带领妇
女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前线作战。

过去大寨的妇女很少下地干活，为把姐

妹们从锅台、磨台、炕台前解放出来，我组

织村里年纪较大的妇女办起了托儿所，让她
们在家照看孩子，这样一来，年轻妇女就可

以放心地走到生产第一线。
我有 4 个孩子，但这并没妨碍我工作，

不但要下地干活，一有空还要东家走走、西
家转转。每个妇女家情况我都熟悉，谁家婆

媳不和了，要去劝解；谁家两口子吵架了，

要去说合；谁家有吃奶的娃娃，到了时间，
我就督促在田间劳动的妇女回去喂奶。

天一下雨，群众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

老贾 1946 年入党，他是大寨第一任党支

部书记，一开始叫政治主任。1948 年，他介

绍陈永贵入党，三次让贤，去找了县委书记
几趟，硬是把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自己当

副书记。后来我作为妇女主任也成了支委，

一直跟老贾、老陈他们一起工作。
1952 年搞合作化运动，1953 年搞初级

社。当时，大家牵着牛、骡、驴入社，没
大牲口的就几户合起来买个驴入社。成立

合作社带领大家做什么？那个年代，吃饱

肚子是最当紧的事。大寨的土地条件不好，

全村有 800 多亩地，4700 多块，你想想有
多零碎，都在半坡坡上挂着，一分地一块，

二分地一块，不下雨旱个死，一下雨冲得

乱七八糟，人们叫“三跑田” （跑水、跑

肥、跑土），亩产 100 来斤，累死累活，粮

食不够吃。所以说，造地是头等大事。那

是 1953 年，支委开会研究了“造地规划”，

计划用 10 年时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
造好。
“10 年造地规划”从 1953 年冬天就干

开了，打坝、填沟、造地。狼窝掌沟最深

最难修，可是又非修不可。修不好狼窝掌
沟，其他沟也没法修。人们常说“三战狼

窝掌”，其实是四战。一开始打上坝，造上

地，到春天赶紧种上庄稼，到夏天一场大

雨全冲垮了。陈永贵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 败 了 咱 们 再 修。辛 辛 苦 苦 ， 加 班 加 点 ，

没日没夜干一冬天，第二年夏下大雨又冲

毁了。下雨时群众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

跑，看看究竟水是怎么把坝冲毁的，有什
么办法防止冲毁。后来大家从倒塌的窑洞

上找到了办法：下大雨，窑洞的后半边塌

了，可“前脸”没塌，那前脸是砖石砌起

来弓形的，能承受住重量。最后总结经验
教训研究出办法：弓形坝，滴水坑，石灰

灌缝。照此法干了一冬天，坝沿石头垒成

弓形，坝下建滴水坑，造地、平整，春天
又赶紧种上。夏天下雨时还是干部往地里

跑，看看能否经得住洪水冲。这次成功了，

水顺着地的两边往下流，正好流进下一个

地块的滴水坑，水在滴水坑摔了跤，再起
来 冲 劲 小 了 ， 下 面 的 地 块 就 保 住 了。从

1953 年 到 1962 年 ， 大 寨 的“10 年 造 地 规

划”就差不多完成了，1963 年那么大的洪

水，狼窝掌经住了考验，没有给冲毁。
那时粮食亩产要“达纲要，过黄河，跨

长江”。400 斤达纲要，500 斤过黄河，800 斤

跨长江。大寨把“三跑田”都变成“三保

田”，后来又变成“海绵田”，到 1958 年，大
寨的亩产超过 500 斤，实现了“过黄河”。

大跃进、浮夸风，大寨没有放“卫星”
1958 年大跃进，各地刮浮夸风：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寨亩产 500 多斤，俺

们就觉得不错了，比过去提高快 3 倍了。可
报纸上登这里亩产几千斤那里亩产几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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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人家咋产那么多。
我和陈永贵到太原开会，好像是模范会、

先进会，咱晋中是一组，大家在一块讨论，
轮流表态发言。讨论来讨论去，积极分子很

积极，浮夸风很厉害，说他们亩产 1000 多

斤、2000 多斤的都有，有的地方种莜麦还亩

产 1000 斤呢，咱实在理解不了。有领导说，
大寨是农业的典型，怎么不报啊。陈永贵说，

听了听你们那 1000 斤 2000 斤的亩产，俺是

打不了那么多粮食。人家问，那你大寨亩产

多少？他说，500 多斤。人家说，大寨报 500
多斤可不行！他问，那你说大寨报多少合适？

人家说，至少还不报 2000 斤？他一听就摇

头：2000 斤？大寨连 1000 斤也打不下。俺可

不敢报那么多，大寨就是 500 多斤的亩产，
是多少就报多少。

在那次会上报的高就奖励解放汽车。大

寨没虚报也就没得奖。陈永贵说，就是奖飞

机咱也不敢说假话呀。后来上面派人到大寨
核实产量，实际是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大

寨“跟上形势”，国庆节就能上天安门观礼。
他说，宁肯不上天安门咱也不弄虚作假。

洪水冲了一个旧大寨，我们建了一个新大寨

1963 年永远不会忘记。8 月 1 号赶了一

天庙会，2 号下起大雨，连下 7 天 7 夜。大寨

地毁房塌，人们都挤到会议室，使劲抹泪。
村里在大柳树下支起大锅，给大伙做饭。

洪水来的那几天陈永贵正在县城参加会

议。想给村里打电话，洪水把电杆冲倒了；

想回村里，松溪河暴涨过不去。直到 8 号才
绕山回到村里。他对大家说：“这么大的灾

咱们没死一个人，就是最大的胜利！土地刮

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
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

大寨遭了灾，上级来电话说，给大寨拨

了一笔医疗费，陈永贵说，人没有伤亡，不

需要医疗费。县里又送来苇席、棉衣、被褥

等救灾物品，他说还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
去吧。县里还专门拨出 1000 元救济款给大

寨，他安排退回。村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

法，对他议论纷纷。我当时也不理解，现在

理解了，他就是要锻炼大寨人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他主持大寨党支部一连 7 天

召开了 7 次座谈会，动员大家自力更

生、生产自救。就这样，大寨人响亮

提出了灾后“三不要三不少”口号：
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

粮食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
救济物资。

要整修房屋，还要抢救庄稼，先

从哪里 做起？当时不 少人主张先 治

“窝”后治“坡”，先修房屋再搞别的。
陈永贵说农时不等人、庄稼误不起，
要集中力量把地里的庄稼扶正、培直，

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整修家。大

家觉得他说得在理，就成了先治“坡”
后治“窝”，“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全村总动员，当务之急是将倒伏的青苗

扶起来。就在那时有了“大寨铁姑娘队”，
23 个年轻姑娘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二

三岁。我和凤莲的“铁姑娘队”在山脚下

扶，陈永贵、梁便良的男社员队在山坡上

扶，两套人马暗暗比着干。大家天不亮就出
工，天大黑才收工，早午时分送饭。只用 5

天就扶起倒伏的庄稼 250 多亩，还在根底培

了土、施了肥。看着地里的庄稼一片片挺拔

而起，人们的劲头高涨起来。老贾领人上山
寻石料，前后 10 天砸碎了两把大锤，3 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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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 1 尺左右，10 多个

七八寸的铁楔打得只剩三四寸。老贾手上每

天都有裂开的血口，回到家就让我用针线将
厚茧的裂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再用布条扎

紧，第二天一早照常进山采石。村边有个砖

窑烧砖，妇女每人每晚要往村里搬 200 块砖

才能回家。吃饭也简单，早上小米粥，里面
加点糠面，再配点酸菜，没油。当时一年 3

两油，我们把杏仁捣烂当油，再和酸菜炒到

一起。就这样，大家同甘苦、共命运，横下

一条心重建家园。
经过两个多月的生产自救，灾后留下的

550 多亩秋庄稼长势喜人，40 多间危房危窑

全部进行了修补，还新建成 40 间瓦房和 20

孔石窑洞。特别是新建的那个地下排水涵洞，
现在还是用它排洪，真是一个百年大计的事

情。前后 3 年时间，真正实现了陈永贵说的：

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世事变换，大寨打破“大锅饭”“二锅饭”
1973 年，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

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就不再当大寨党支部

书记了。郭凤莲接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成
了中央候补委员。我积极配合她工作，能做

什么做什么，生怕大寨的事业落下步。
不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成了极左

路线的代表，村里一下子冷清下来了。风莲
那段时间思想负担很重，经常跑到家里跟我

说些心里话。陈永贵有时回村望着七沟八梁

半天不说话。他后来就搬家到北京了。临走

前他叫上老贾坐上小车转悠，这个村走走、
那个村看看，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陈永贵

还说：“我先死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先

死了，我给你送个花圈。”全村人把他送出村

口，心里很不是滋味。郭凤莲后来也走了。
那是 1980 年的一天，她跟我说，上级让她离

开大寨另外安排工作。我说，不离开不行吗？

她说，不行，不离开就要受党纪处分。我说，

那就听上面的安排吧，怎么也不能受党纪处
分啊。凤莲是流着泪离开大寨的，到晋中地

区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

大寨失去主心骨，不知接下来该咋办。
过去，报纸每天说大寨好，这好那好，什么

都好。那阵子又说大寨这问题那问题，什么
都是问题。反正大寨的老百姓弄不清咋回事。
我经常说，过去的大寨没你们说的那么好，

现在的大寨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坏。
全国都搞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寨党

支部想不通，群众也想不通，觉得走集体化

道路就挺好，大寨就是互助组、合作化、人

民公社一路走过来的，大寨的成绩就是集体

化创造的。县里把大寨看成老大难，反复做
工作，说大寨必须搞，若不搞，全县工作都

推不开。党支部书记贾长锁说，做不通群众

的思想，完成不了土地承包任务，这个书记

不当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服从
上级要求搞了联产承包。一开始是大队分成

3 个农业小 队，还有机械 队、林业队，叫

“大队核算，小队作战，奖惩兑现”。后来人

家说这还是“大锅饭”。于是就把小队分成
小组，人家说这是“二锅饭”还不彻底。最

后，土地分到了一家一户承包，这就再没说

的了。
可是，大寨人的感觉并不好。大块地又

以户分成小块地，机械化耕作又变成人种

牛耕，家家户户又要买牛、买骡、买农具。
当时，我感觉就是“辛辛苦苦 30 年，一夜
回 到 解 放 前”。集 体 的 企 业 也 承 包 了 ， 果

园、砖窑、煤矿都承包给个人了。承包的

人倒是发财了，但没实现先富带后富，让

群众富裕起来。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河没水小河干。那时候人们说，小河有

水大河满，可是小河有水，它不往你大河

流啊。

陈永贵去世，郭风莲回村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后就一直住在北京，

后 来 闲 不 住 给 北 京 郊 区 一 家 农 场 当 顾 问。
1985 年冬听说他病了，气紧哮喘下不了床，
老贾就去北京看望在医院陪了半天，两人都

流了泪。本指望过年开春天气暖和了能好起

来。没想到 1986 年 3 月 26 日就去世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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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死后不要埋在狼窝掌，那里不吉利；

要埋在虎头山，那里看得远。
1986 年清明节，陈永贵要“回来”

了，凌晨 4 点就从北京出发了。村里男女
老少早早赶到阳泉至昔阳的二级路上等

候，我和凤莲坐村里的解放车，到平定跟

昔阳的交界接灵车。下午，披着黑纱的灵

车开进大寨村。村里村外都是人，全跪着
哭成一片。把陈永贵的骨灰盒从车上捧下

来，开了追悼会。我和老贾都讲了话，回

忆了陈永贵。老贾给他做了个最好的花

圈，他两人 6 年前就有约定。老贾一直念
叨：“永贵走的时候是个健健康康的人，回

来就成了一个骨灰盒，好好一人怎么就没

了！”随后，大寨干部群众便着手为他修墓、
立碑。花两年多时间，在虎头山上用石头碹
了墓葬，还举行了骨灰安放和立碑仪式。后

又修整了坟墓，用藏青色石灰岩在墓前修了

台阶，72 级那组台阶代表着他享年 72 岁，

38 级那组代表他党龄 38 年，8 级那组代表他
在中央工作 8 年，石阶底头小广场是他的雕

像。这算是大寨人对他的纪念吧。
凤莲离开大寨后，分分合合 10 年，换了

几任支部书记，大寨的经济还是没上去。有

人富了，集体空了。群众有意见，外面人来

看了也可惜。许多老领导与大寨有感情，站

在村口大柳树下看到毫无生机活力的大寨心
里都不是滋味。有一年，原来的省委书记王

谦来了，看到大寨的现状直摇头。我陪他在

村里走了半天，把村里的情况给他念叨了不

少。最后他说，看来大寨还得有个好带头人。
我说，是呀，你说谁能带好这个头。他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到上面反映反映，还是

把凤莲请回来吧，别人不行。凤莲那时已调

到昔阳县公路局当书记。我说，她是国家干
部了，还能回村里当书记？他说，能，非她

莫属，你们去跑跑吧。
其实，大寨人早就想让凤莲回来了，上

面就是不同意。这次王谦给出的主意又把群
众鼓舞起来了。我们到县里、到地委、到省

里反映，地委派来的工作组也给上头反映。

最后，上级决定，同意凤莲回村任党支部书

记，同时兼任昔阳县副县长。那是 1991 年 11

月 15 日，她离开大寨已 11 年。

大寨学全国，实现二次创业

重振大寨的担子落在 45 岁的凤莲肩上。
她回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家串户征求村

民意见，请大家为发展集体经济献计献策，
从中看到大伙对重振大寨经济的信心。1992

年正月初四，她让全村一户出一人到河北

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 130 个人，租了两辆

公共汽车。高迁村工业企业已成规模，村
民们住的是整齐漂亮的“小二楼”，大家看

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后来，她

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

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学习，这些
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

如今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凤莲说：“当时

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 ”其

间，我俩还坐火车到上海联系企业，当时没
钱，车票还是在榆次的部队给买的。到了上

海，办完 公事，人家请 我们去 卡 拉 OK 唱

歌，我看到桌子上摆着饮料，问人家这是什

么，人家说是咖啡。我从未喝过咖啡，就跟
凤莲说，咱们一人喝一杯吧。没想到这东西

劲挺大，一晚上没睡得着觉。
几路考察下来，大寨党支部确定了“商

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后来又成立了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1992 年 5 月 28 日，朱镕基副总理视察大寨，看望老劳模贾进财
（即宋立英的丈夫）。

31



大寨羊毛衫厂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

第一家企业。我们去江阴考察时江阴的羊毛

衫厂答应帮助大寨建个羊毛衫厂，负责提供
设备、技术、培训员工。回来后就组织村里

的年轻人准备起程，但村里没钱，路费和生

活费筹不到，对方一直打电话催，咱也不敢

说实话，就一直拖着。人家催了几次，实在
没办法了只好实话实说。人家说，只要把孩

子们送过来，我们全负责。这样才把人送去，

人家管吃管住管培训。当年 9 月，设备从江

阴运来大寨，技术人员也跟着过来了，生产
出了第一批羊毛衫。凤莲去北京开十四大，

还专门将大寨产的羊毛衫带到北京，人们都

说大寨开始与时俱进了。
这之后，大寨走上二次发展的道路，又

先后建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

司、旅游公司，还有核桃露厂。在这 17 年

中，这些企业发展有好有坏，但总体上集体

经济有了很大发展。2008 年，大寨年产值达
到 3 亿元，人均收入 1 万多元，经济收入比

1980 年增长 1400 多倍，人均收入增长 54 倍，

上交国家税金 1791.4 万元。
从 2005 年开始，大寨的企业进入回报

期 ， 每 年 能 向 村 里 上 交 纯 利 润 500 万 元。
1998、2003 和 2009 年，大寨分 3 次新建了近

100 户住宅，村民只需支付房屋总价的 1/3，
集体补贴 2/3，总补贴额 1000 万元。大寨实

行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免费教育，对每个考上

大学的每年奖 800 到 1000 元。除国家统一的

农村合作医疗外，村委会还给每人每年 1000
元的大病补助。

旅游业是 1992 年起步的。这年，朱镕基

总理来大寨视察，他在虎头山上和村里村外

看了一大圈后，建议大寨人要利用独特的人
文景观，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之后，党支部、
村委会就抓住机遇，以虎头山为重点开发旅

游。现在村里基本上没闲人，近 200 人从事

个体旅游业，每户年平均收入达 2 万多元。
后来，大寨成立了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全村 216 户每户出资 2000 元入股，每年旅游

收入的 30%用于村民分红。这是一个长远的

打算，只要大寨的旅游业能发展，村民就能

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院里开店，签名售书 ，安度晚年

大寨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人气，来看望

我的人也多了，这小院里每天都是人来人

往。游 人 们 来 了 不 仅 要 和 我 座 谈、照 相 ，
不少人还要我签字留念。仅在解放初扫盲

时识得几个字的我，现在练习一段写字后，

心里才不怎么紧张了，人们说我的字越写

越好了。
外面来旅游的人多了，有人建议我在家

里放上些写大寨的书来卖，这样既方便游

人也宣传了大寨，自己还能有点收入。可

我从没做过小买卖，而且觉得开店挣钱是
资本家做的事，我做就是在给党丢脸。后

来，在凤莲和村里人劝说下我的思想解放

了，觉得时代发展了，我也应该与时俱进

跟着时代走。这样，我就把家里的 4 间北
房收拾了一下，开发成一个 20 平方米的宋

立英纪念品商店，专卖大寨纪念品。还办

了工商税务登记证，让儿子把执照钉在墙

上，法人代表写着“宋立英”，大大方方当
起了营业员。

2001 年底，我的小店越办越红火，游人

多时挤也挤不进去。为方便游客我又将小店
改造成 40 平方米的临街门面，成为大寨村面

积最大的纪念品商店。这年，我的店收入突

破 5000 元大关，而大寨村这年人均收入还不

到 4000 元，我靠自己努力收入上超过了全村
平均水平。

我当村干部 46 年，向来党叫干啥就干

啥。这样直到 1993 年 63 岁时才退下来。我

经常给小一辈说，共产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
不能占住一辈子。我不当副书记了还是支委，

不当支委了还是党员，也要继续为党工作。
一位老县委书记常夸我和老贾：“人品最好，

出力最大，得利最少。”可我觉得，是共产党
把我从一个使唤丫头培养成了党的干部、过

上了好日子，我觉得自己幸福着呢！

（责编 曲星）

本刊约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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