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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山西省平顺县西沟
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同志，因病于6月28日在长治市逝世，享年91岁。

申纪兰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誉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常青树”“活化
石”，曾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申纪兰的生前好友，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
说：“大姐离开，我很悲痛，她的影响不是一代人，而是代代的。”

在西沟村率先提出
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出生于 1929 年 12 月，山西平顺

人。1953 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劳动就是

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的文章，讲述了当年，申

纪兰在平顺县西沟村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故

事。

1951年，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21 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发动妇女参

加生产劳动，但遇到了一个难题：干同样的活

儿，女社员得到的工分比男社员少。

申纪兰曾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那时候男

女不平等，在农社里干活挣工分，两个妇女还不

顶一个男人。这样不行啊，妇女也要好好干。”申

纪兰提议，男社员干什么，女社员也干什么，妇

女们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比撒肥、比间苗、

比锄苗。经过多次争取，女社员终于能够干一样

的活儿得一样的工分，西沟村在全国率先实现

了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当时没有意识到，西沟村妇女取

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有

着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

巨大影响力，1954 年，24岁的申纪兰当选为第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 1954 年 9 月召开

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

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提出建议和议案
涵盖“三农”教育等领域

申纪兰一直珍藏着一张 1954 年第一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山西代表团的 4 位女代表的

合影，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

文秀、歌唱家郭兰英、代表李辉，最右边是申纪

兰。

“第一次来开会是坐着毛驴出发的，”她曾

对记者说，“从平顺县西沟村走一段到长治，倒

一段汽车，再走一段到太原，再倒车，要倒四五

次车。原来出县没有路，只有羊肠小道，差点4

天还到不了北京呢”；“第一次开的人代会，在中

南海的礼堂里。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头，那时我

真正的感觉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1954年开始，申纪兰连任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从当年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青年，到皱

纹爬满额头的九旬老人，她见证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因此被称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常青树”“活化石”。

“我是个农民代表，每天生活在农村，知

道农民想甚、盼甚，”申纪兰说，“人民代表大

会让人民有了说话的权利。当人大代表，就要

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

事。”

66年代表生涯，她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涵盖

“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等各领域，有关系

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有涉及群众利益的小事，山

区交通建设、耕地保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

村干部选举、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等，不断得到采

纳。有网友总结说，引黄入晋、太旧高速、山西老

工业基地改造、长治到北京的列车、赤壁电站、

青苗公路、长平高速等，都是在申纪兰和其他人

大代表的提议下实现的。

就在今年5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上，她建议将农村水电自供区尽快并入国家电

网，对自供区的农网进行升级改造，满足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带领乡亲们让干石山
变成“花果山”

1973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任命申纪兰为

山西省妇联主任。从1973年到1983年，申纪兰当了

10年省妇联主任。

担任省妇联主任之后，申纪兰向组织提出了“六

不”约定——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

房，不调动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所以当了10年厅

级干部后，她仍每月只领取50元的补贴，没给自己

和子女办过任何私事。

1984年冬天，从省妇联主任卸任后，申纪兰回

到了西沟村，开始为西沟“找项目”，带着几名村干

部一路南下考察，之后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

业。村民们回忆，改革开放 40 年，西沟村的变化翻

天覆地，两万亩荒山披上绿装，干石山变成了“花果

山”，乱石滩变成了“米粮川”，关停村办污染企业建

起香菇大棚，引进光伏发电和服饰床品，发展红色

乡村休闲旅游……这些都是申纪兰带领乡亲们干

起来的。

让村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申纪兰虽然担任

一些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企业的一些产品也打着申

纪兰的商标，但是申纪兰既无股份，也不领工资，没

从村办企业中拿一分钱。

申纪兰说：“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

西沟，离不开劳动。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是一名农

民。”

自我定位为妇女代表、农民代表的申纪兰，曾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

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2019年9月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共和

国勋章”。

申纪兰是从电视上得知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的，“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自己做得太

少了，我自己非常感动，也很激动”，她说，“我虽然年

龄大了，但还能做一些事情，党需要我，我就要一直

干下去，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辈子的承诺。”

【追忆】

郭凤莲：
申大姐影响着
我的人生

得知申纪兰去世的消息，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寨村党总支书记

郭凤莲哭了一早上。

郭凤莲回忆，自己比申纪兰小 17

岁。“我与她认识是在 1959 年。那时

我读小学四年级，她和李顺达一块来

我们村作报告。”1961 年，郭凤莲小

学 毕 业 ，后 来 带 着 大 寨 村 的“ 铁 姑

娘”们艰苦奋斗。申纪兰每年都会来

大寨村作报告。“心目中，她总是高

高大大的、非常勤劳的劳动模范，是

她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理念的

实现。”

郭凤莲回忆，“后来我作为第四

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

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而大姐是

连续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接触

的时间更多了，感情越来越深、不离不

弃。”

郭凤莲说，大姐是一个实事求是、

勤劳俭朴、奋发有为的人。大姐对人民

的感情也是发自内心，实实在在的，从

来没有考虑自己怎么样。

谈及申纪兰对她的影响，郭凤莲

说，我们都来自农村，一路上历经风风

雨雨。大姐各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影响着我的人生。任何时候，都要把握

好自己，做好该做的事情。

（据《新京报》）

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

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代表李辉，最

右边是申纪兰。

申纪兰申纪兰（（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