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4年 6月，年满18周岁的马毛姐，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给了我一切，党叫
我干啥就干啥，我要全心全意做好人民的服务员，做好革命战
争故事的宣讲员。”马毛姐对成年后自己的要求质朴而实在。

1957年，马毛姐从巢县速成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合肥车
站区麻纺厂当车间主任。

走上工作岗位后，马毛姐先后担任合肥车站麻纺厂、针织
厂、被服厂、帽厂、东风服装厂车间主任、团支部书记、工会主
席、党支部书记。1990年离休前，她任原合肥市服装鞋帽工业
公司副经理。

“厂里干活搬运东西，她总是带头干；大家有困难，找她准
能解决……”

“她一直拿的是单位里最低级别的工资，每次工资评级，
她都把机会让给他人。可以说，她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
色，既朴实，又能干……”

这是老工友、老同事心中的马毛姐。
“我们要付给她500元劳务费，但被她谢绝了。她说我是共

产党员，要讲贡献，再说了，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1998年10
月，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纪念渡江战役胜利50周年影片，马毛
姐受邀参与拍摄，这是她留给制片人的感动一幕。

离休后，马毛姐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项新工作：做一名宣
讲党的革命历史故事的义务宣传员。

义务宣讲30年余年来，安徽省的各大机关、学校、工厂，
经常能看到马毛姐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她已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宣讲300余场次。

“有段时间，我看她身体有些吃不消，就劝她不要去了。”
马毛姐的老同事、原合肥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职工方云杰回
忆说，“但她总说，自己没干过什么大事，能做的，就是把党的
革命故事讲好。”

今年清明节前，86岁的马毛姐带着女儿回到家乡、安徽
省无为市刘渡镇马坝村。马毛姐坐在轮椅上给村里的孩子们
讲了一课：“是党给了我们好日子，你们要珍惜，要感恩，要永
远跟党走。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有本事为人民服务……”

红色壮年
马毛姐的家在安徽省无为县，是一个贫苦的

渔民家庭。母亲共生养了13个孩子，但只有8个
活了下来。马毛姐排行老三，所以，家里人和乡
亲们都习惯地喊她“马三姐”。

渔民家庭生活很苦，9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
一户人家里当童养媳。婆婆对她不好，让她干各种
活。因为个子矮，刷锅时，她不得不站到凳子上。
有一次，垫脚的凳子倒了，她一头撞到了锅台角
上，额头上留下了一块伤疤，至今还能看得出来。

“从此，我就跑回了家，再也不要做那家的童养媳
了。”马毛姐说。（无为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编《巾帼英雄马毛姐》276页）

1948年，无为解放了。马毛姐第一次感受到
了“吃饱饭”是何种感觉。

1949年春天，部队准备渡江。一天，马毛姐听
人说村里已经贴出征集渡江民船的公告，她连蹦带跳
回到家，找到哥哥：“我要送解放军过江，到南京去
抓蒋介石！”

据马毛姐后来回忆，那天，她和大哥瞒着父
亲，跑到十几里外的凤凰颈船舶站报了名，要在解
放军渡江时当水手。

因为国民党军队从无为逃到江南时，把大部分
木船都拖到了江南，所以无为百姓家只有少部分船
只隐蔽在港汊里，或者把船凿沉到河里、塘里，才
未被国民党军拖走。为了帮解放军筹集到足够运送
官兵的船只，马毛姐不仅自己和哥哥报名，还帮着
解放军和区乡工作队挨家挨户地说服村民把那些沉
在水里的船只捞出来，帮助运送解放军。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无为县就征集到了
200多艘可运送官兵的船只。

4月20日下午4点，参加渡江的船只纷纷从长
江北岸的内圩、芦苇丛中划到了大堤边，准备拖船
过江。

下午6时左右，参加渡江的船只都进入长江岸
边，渡江突击队员们开始上船准备出发。4条船组
成先锋队，马毛姐家的船是其中之一。

马毛姐最终成为渡江先锋队员之一，还有一段
小插曲。

《皖北日报》记载了这个细节：“4月20日晚，
是我们开始强渡长江的时候……大家计议着：‘她
委实太小了，又是个女孩子，回头打仗会吓坏
的。’于是四五个同志走上前来，一面劝说，一面
将她死拖活拉的送下了船，她哭着嚷着硬要上
去，但终于被战士们阻拦住了。”“但是她并不失
望啊，仍旧坐在江岸上守候着，等到她哥哥的船
回来了，第二次载运战士们过江的时候，她无论
如何也不顾别人的阻止，跑上船去，担任起她的
舵手任务。”

1954年上映的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有一个
镜头：突击小船离岸而去时，一个小姑娘将长长的
竹篙在江心轻轻一点，身轻如燕地稳稳落在船头。
据说这个小姑娘的形象就是以马毛姐为原型塑造
的。

就这样，马毛姐穿着满是补丁的小棉袄，载着
30名解放军，从无为县白茆洲驶离江岸，向暗黑
如墨的长江南岸进发。哥哥扯帆、妹妹掌舵。

船开到江心时，对岸枪炮声大作，激起了一阵
阵的水柱和巨浪，突击队有两艘船被敌人炸飞了。
大哥见状，要救助沉船，吩咐妹妹把船舵推歪，暂
缓前进。在这个生死时刻，马毛姐高声叫道：

“哥，冲过去，不能停，不然我们也会被炸沉的！”
“不知道害怕，一心想着送解放军过江。”马毛

姐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敌人在南岸不断地放照明
弹，飞机也在江面上来回飞，子弹像雨点一样，落
在船边上，我家小船的船帆被击中了很多次……”
72年前的血雨一夜，深深印刻在老人的心中，至
今仍记忆犹新。

正当马毛姐在奋力掌舵时，一发飞过来的子弹
打中了她的右肘，血流了出来，浸透了她的破棉
袄。她强忍着疼痛，用解放军战士教给他的自救互
救知识迅速给自己包扎，然后坚持继续掌舵。

40分钟后，马毛姐所在的船到达了南岸，熟
悉地形的她还带伤引领解放军爆破手扫除南岸敌人
碉堡，为后续部队上岸清除障碍。

那一夜，在运送解放军的同时，她还救起多名
落水的战士。“当时敌人的子弹特别密，江面上时
不时被炮弹炸起水柱，我家的船帆都被打烂了，我
的右臂也中了一弹，可看到那么多解放军落进江
里，顾不上想自己，就想着，快点再快点，把解放
军平安送到江南岸去。”“当时不知道害怕，心里想
的就是，要送这些‘亲人们’过江。”马毛姐说。
那天晚上，她一晚上横渡长江6趟，把3批解放军
运到了江对岸。

1999年5月5日，当年渡江战役的指挥者之一
张震将军见到了马毛姐，他非常兴奋地握着马毛姐
的手说：“你是女英雄啊，你是千千万万群众的代
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是渡不过长江天堑
的！”渡江战役中，每一位战士的背后，就有大约十
位支前民工的身影。仅安徽无为、宿松、怀宁三地
就分别有2000多名船工参战，有的父子、兄弟、兄
妹齐上船，运送大军过江。其中仅无为就涌现出一
等功臣296人、二等功臣937人。

马毛姐是“一等功臣”，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小
的一位。她渡江时穿的那件满是补丁的小棉袄，如
今静悄悄地躺在安徽博物院里。

战时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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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向前，继续向前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毛姐的人生故事

本报记者 修 菁

她坐在轮椅上，被抬进人民大会堂，又
被第一个推上“七一勋章”颁奖台：“马毛
姐，一等渡江功臣，在渡江战役中，手臂中
弹，依然咬牙坚持，6次横渡长江，运送3批
解放军成功登岸，是闻名全国的渡江英雄，
一生淡泊名利，默默为党工作。”简短的颁奖
词，概括了她的一生。

短发，圆脸，面色沉静，当镜头对准
时，她神情一如 72 年前的那个少年，冷静、
笃定。

“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我
要继续讲好革命故事。”走下颁奖台，面对镜
头，马毛姐说。

渡江战役结束后，无为县召开庆
功大会，马毛姐被巢湖军分区支前
司令部授予“一等功臣”称号，在
渡江功臣中，她年龄最小，而且又
是一个小姑娘，她的英雄事迹开始
广为流传。

著名书报刊收藏家彭援军为我们
找到了最早报道马毛姐事迹的报
纸：1949 年 7 月 15 日出版的皖北区
党委机关报《皖北日报》（农历己丑
年六月二十日），第三版刊登的文章
《女英雄马毛姐》，作者是南岗的屈
健，报道详细介绍了马毛姐渡江的
诸多细节。当时距渡江战役胜利不
到3个月，报道来源于一线指战员和
船工的回忆，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
价值。

这是马毛姐的名字第一次登在报
纸上。

从那之后，马毛姐的事迹不断
被报刊记载。金其恒在 《也谈渡江
英雄马毛姐》 一文 （载 《江淮文
史》 2009 年第 5 期） 中提出了两个
重要史料：

1949 年 11 月 30 日，皖北区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皖北人
民行政公署主任宋日昌，副主任郑
抱真、李云鹤于 11月 22日联名发函
给巢湖专署，专门邀请马毛姐去参
加会议。函中说：“兹聘无为牛埠区
马家坝渡江一等功臣马毛姐为皖北
区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直接邀请代
表 ， 希 转 请 于 25 日 来 肥 参 加 会
议。”（安徽省档案馆资料，卷宗

号：21—1—2）。
就在这次会议上，作为皖北民主

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参加会议的
黄辛白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教部副
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的丈
夫） 在发言中，也详细介绍了马毛姐
的英雄事迹：“再如闻名全国的皖北女
英雄马毛姐。她今年才 15 岁，在旧社
会里说起来是个不值钱的船家女。解
放前蒋匪军抓船运军火，她人小心不
小，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几次
三番的躲过差。而解放后，大军过江
前 2 个月，要船工支援过江，她一听
消息马上报名参战……4 昼夜不断的
工作，由于她的机警和勇敢，避免了
不少的危险。”（1949 年 12 月 5 日 《青
运通讯》）

安徽博物院收藏了一批与马毛姐
相关的文物，是20世纪50年代马毛姐
捐赠，其中有一本 《马毛姐学习日记
本》，日记本的卷首内页有一段题词：

“ 光 荣 归 于 你 ！ 献 给 渡 江 英 雄 马 毛
姐。”落款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皖北行署办公厅支部，一九五一年九
月廿三日”，并盖有红色公章。据1973
年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编印的 《江淮烽
火：安徽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记
载“1951 年 9月 24 日，包括马毛姐在
内的32位英雄模范从合肥出发前往北
京，参加国庆观礼”。可知，笔记本是
马毛姐一行赴京前一天由皖北行署为
英雄模范送行所赠送的。（闫启鑫《从
馆藏文物看渡江英雄马毛姐的姓名》
《中国文物报》2019年 8月30日4版）

1951 年 9 月 20 日，马毛姐和无为
县另一位“特等渡江功臣”车胜科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秘书长
林伯渠亲笔书写的邀请函，邀请他
俩赴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据 《灞须
风云》（中共无为市委宣传部、无为
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 记载：

9 月 29 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怀
仁堂设宴欢迎进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
省代表团成员。宴会上，马毛姐被皖
北(当时安徽省还未建立)代表团推选
向毛主席敬酒。10 月 3 日晚，毛主席
和中央领导与各地代表一起看戏，马
毛姐做梦也未想到，她竟坐在毛主席
和周总理的中间，开演前，周总理指
着马毛姐，低声向毛主席说:“主席，
她就是您邀请来的渡江小英雄。”第二
日，毛主席又派车把马毛姐和车胜科
接到中南海毛主席家吃晚饭，席间，
毛主席说:“你这么小就这么勇敢，不
怕牺牲，很了不起，但不要骄傲，不
要翘尾巴。”

当时，组织上安排马毛姐到炳辉
烈士子女学校读书，毛主席知道后，
勉励她要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并在马毛姐的纪念本扉页上
留下了“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珍贵笔迹。

走进历史

“善良的人，运气会更好。从我妈妈的经历，让我深信这一
点。”马毛姐的大女儿刘沂棋把母亲比作“善良的一束光”。她
坦言，自己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读懂母亲的。

在刘沂棋的童年记忆中，“总见不着她，不是在单位开会，
就是去了农村工作队，有时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她。而且那时
爸爸工作也很忙，遇到他们都不在家，我和妹妹连饭都吃不
上。更为恐怖的是到了冬天，发现棉衣棉裤找不到了。我问妈
妈放在哪？她说，到乡下看到那里的孩子们没衣服穿，就送给
他们了。”

在刘沂棋的童年记忆中，还充斥着父母经常吵架的画面，
“基本上都是为钱，因为每到月中，家里的钱就用完了。”刘沂
棋介绍，母亲是个孝顺的孩子，考虑到外婆没有工作，外公又
去世得早，她就把每个月工资的大半部分分给外婆，用来养育
还未成年的几个舅舅。这样的日子已经是捉襟见肘，可偏偏母
亲又见不得别人家难过，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母亲还会拿
着剩下微薄的工资，接济周围的人。

对外人无比大方，对自己却很小气，是马毛姐留在女儿心
中的另一个烙印。“基本上她没在自己身上花过什么钱。在家
里吃饭，只要我们吃的菜她就不吃，没人吃的她才吃。有时农
村的亲戚带只鸡，鸡腿我妈一定夹给我奶奶吃。她说，小孩子
以后有大把东西吃，所以好的要给老人吃。然后是孩子和我
爸，她顶多用鸡汤泡点饭吃。每次让她吃，她就笑着说：‘我很
快就去开会了,到时就有好吃的啦’！”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沂棋对母亲马毛姐那些温暖行为的
背后，对于“大家”“小家”的赤诚之爱，慢慢理解和读懂，“她是
个大气、具有大智慧的中国传统女性。”

刘沂棋说，她就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母亲单位。“我发
现她在单位里人缘特别好，大家都喜欢来找她说心里话。每次
单位评优，母亲的票数也最高，可是她总是让给别人，特别是
涉及薪资升级方面，除非每个人都升,否则她一定会让给别
人。”

“钱再好，也没人好！”马毛姐经常教导女儿。
“我儿子一岁多，我就把她送给母亲带，因为我希望儿子也

能成为外婆那样，顶天立地，爱周遭的人，也对我们的国家心
怀炽爱之心的人。”母亲的精神在家庭成员一代代中得以传
承，在刘沂棋看来，是母亲最希望看到的。

2005年5月，马毛姐正在做报告时，突然晕倒。送到医
院，被诊断为脑梗。但她积极配合治疗，身体很快恢复。尽
管现在她已经年过八旬，但仍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去就把我的勋章送到渡江战役纪念馆，给后面的人
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要永远跟着党
走。”6月29日，走出“七一勋章”颁奖仪式会场，马毛姐
叮嘱同行的二女儿。她的心中，始终有一面红色旗帜指引着
她，向前，向前，继续向前……

（本报综合《皖北日报》《江淮文史》《中国文物报》《灞
须风云》《巾帼英雄马毛姐》报道）

1949年第三野战军颁发的“渡江船工光荣证”（此时证书上写的姓名已经是
“马毛姐”）

1949年刊登在《皖北日报》上的《女英雄马毛姐》一文 （箭头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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