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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工作的早期探索——延安时期 

陕甘宁边区助产训练班研究 

陈原贵 

延安大学 

【摘  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不仅实行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在社会文化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陕甘宁边区以助产训练班的开设为代表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促进了边区婴儿成活率的提高，而且改造了传统的老娘婆，培育了人民的科学和卫生意识，充分

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用多具，意义重大，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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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保障人民健康作为执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历史地

看，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妇幼事业的实践探索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积极

的成果，1944-1945 年助产训练班的相对集中的开办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

代表。 

一、陕甘宁边区助产训练班举办的背景 

（一）政治背景 

1944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

作了题为《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

提出，应该把文化教育工作提上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的议事日程。

他指出：“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
①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上、军事

上比较成熟，但是相比之下，经济、文化方面的工作就显得不足。他还

强调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

和经济斗争”②，“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③。

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做好四方面工作——报纸、学校、艺术、卫生。随

后，西北局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边区文化建设的指示，开会对每一项

内容做出了具体决定，助产训练班即作为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子内容

而发展了起来。 

（二）现实需求 

由于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

陕甘宁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教育贫穷，“恶劣的卫生条件，在未消毒

的条件下分娩以及广泛传播的性病造成了当地婴儿的高死亡率”。④“边

区总人口约 150 万，每年死亡成人或婴儿达 8.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0‰……

由于旧法接生导致的婴儿四六风（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很高。以延安

为例，因传染病致死的平均每年有 500 多人，占死亡率的 47％，平均死

亡年龄年仅 10 岁。”⑤ 

除此而外，“早婚早育”、“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封建思想观念

严重违背了妇女身心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低龄婚育的陈思旧习从

根本上导致女子沦为了生育机器，极易造成产妇和婴儿的伤病和死亡。 

二、边区及各地方助产训练班的开办 

（一）边区政府组织筹建助产学校 

1944 年，边区政府委托延安中央医院协助筹办助产学校（亦名助产

训练班），由妇产科主任魏一斋，小儿科医师薛沁冰参加筹办工作。据助

产训练班高级班班长徐瑞璋回忆，训练班地址设在中央医院后山偏僻的

高山沟里，条件简陋，学校负责人是边区妇联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负责干

部叫高志珍，“这里除管理员等 3 个男同志外，其余全部是女的，而且多

数又是未婚姑娘，有时便有不三不四的男人上山来找朋友，都被高大姐

婉言挡驾了”。不幸的是高志珍于 1944 年深夜被暴徒杀死在窑洞里。这

也足见开办助产学校面临的风险。 

刚开办的助产学校，人员组成上，除炊事员，管理员兼会计，勤杂

工外，其余师生都为女性。副主任吴一铿，秘书小孟，另有两名专职教

暲员，薛沁冰教儿科学、产科学，王 教内科、生理解剖等基础知识。 

学生来源中，“一部分系大后方来的女学生，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以

上，由各单位选送而来，20 多名，成立甲班，我（指徐瑞璋）是甲班班

长。另有乙班，陕北女青年 30 多名，文化程度为小学生或粗通文字。”⑥ 

学习内容上，不仅要进行专业技术学习，同时还要学习政治课。乙

班的学员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较差，因此所开课程较浅，进度较慢，

还要外补文化课。 

1945 年 7 月 1 日，该助产训练班毕业。毕业的学员按不同人数分组

到农村开展各种妇幼卫生工作的服务与实践。每到一村，与老乡同住同

食同劳动，宣传科学新法接生，新法育儿。 

（二）地方助产训练班的开办 

1、各地开办情况不一 

关中分区助产训练班于 1944 年 9 月 8 日结束，受训时进行混合编组，

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毕业学生 36 名。新宁县助产训练班于 10 月 24 日开

学，学员 24 名，受训时间一个月。淳耀县白塬乡在本乡开办了流动接生

训练班。志丹县与安塞县合办了助产妇训练班，受训妇女 21 人，其中，

安塞妇女 10 人，志丹 11 人，全部上课 12 天，教员由中央医院、中央总

卫生处三同志担任。甘泉县也相继成立了妇女卫生助产训练班，每五天

上一次课。陇东地区开办的助产训练班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毕业即分配

各县，以县区为单位开办训练班。绥德的白润芝走了四十五家宣传卫生

保育法，并在三个乡组织了临时性的助产训练班。 

2、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各地助产训练班的开办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被群众接受的整

个过程并非是直线上升式的。在群众和一部分干部中间，对开办助产训

练班的重要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干部完全不理解这种做法，群众

害怕年轻妇女受训以后，不受家庭管教。认识上的不到位，使得一些干

部将办助产训练班当作行政任务去完成，势必达不到理想效果。陇东分

区的训练班起初就只有庆阳县苏县长的妻子和一个科员的妻子来参加。

另外由于宣传动员不到位，某些地方行政强制性明显，妇女学员们积极

性并不是很高。基于这些问题，边区政府要求专署领导干部要安抚她们

的情绪，改正灌输式的讲课方式，联系好实际，提高妇女的学习兴趣。

在不断地探索和修正下，各地训练班以相似的模式顺利开办起来。 

3、广泛采用“张清益经验” 

张清益作为边区劳动英雄，因其在办班中充分发挥了为人民服务的

模范带头作用以及办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得到了广泛认可。1944 年 7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在边区参议会所作报告中指出：“.....

劳动英雄张清益领导的助产训练班，......这些将是边区文化大进步的起

点。”⑦ 

坚持群众立场，以妇女需求为出发点。关中分区在办班宣传动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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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群众怀疑的心理，还适时提出了“保证受训后不变公家人”和

“保证受训妇女受训后不闹离婚”⑧的口号。边区要求各机关要实时为妇

女们供给各种物品材料，要配合好助产训练班的工作。学员日常生活上，

训练班也采取了民主的管理，由学员选出管理委员会，事务可以自己决

定。教员和学员一同起居，随时可以讨论问题。对于个别不安心学习的

同学，就通过进步的学生去说服，在各方面予以关怀使其安心。对于一

般学员，处处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如看戏时让她们坐在前排。实际上，

办助产训练班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为边区人民服务的一个典型举措，对

妇女儿童卫生健康的保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张清益做法类似，各地方助产训练班的授课

方式并不只是单纯的口头讲授，通常是上午进行理论学习和做笔记。下

午进行集体讨论和完善笔记，教员着重回答学员听课过程中不懂的或者

还有疑问的地方，气氛是民主轻松的。针对部分学员比较保守传统，对

妇女生育、卫生和两性关系等问题羞于启齿的情况，教员们会尽量开导，

鼓励学员勇敢说出自身面临的相关问题，以求得到解决办法。除此而外，

重要的还是进行实操演示和训练。这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极大地弥

补了学员们学与用的鸿沟，将有限的教学资源得到了 大限度的发挥。 

以点带面，不断吸纳。如前所述，群众对办助产训练班起初并不以

为意，加上地区分散，农村妇女不易动员与集中，群众多有不满情绪。

基于这些现象，通常的做法就是首先动员干部家属来参加，以此来影响

群众。还有的县通过当地原有的妇女组织来开展工作，并且通过召集妇

女会、男子会来突出典型，加强宣传动员。等到妇女学员们培训毕业后，

就将她们派送下乡，到各个地方深入当地去服务，去普及。如此一来，

就扩大了助产训练班的影响，提高了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便于助产

训练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从行政动员到社会吸纳的过程，实现了技术

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为边区乃至当代公共事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独

特思路。 

三、边区助产训练班开设的意义 

助产训练班的开办并不只是提高妇女整体卫生意识的单线过程，整

个过程多措并举，发挥了诸多的社会功能，即使如今视作微不足道的做

法，对当时的边区乃至当代社会都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卫生教育和识字教育相结合，有效保障了妇女基本权利 

陕甘宁边区助产训练班的举办除了介绍卫生常识、妇婴知识等内容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帮助妇女识字。在助产训练班运

行过程中，文化水平上是个“硬伤”，以关中分区助产训练班为例，学员

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仅有三个，不识字的有十四个，其余的是粗通文字和

高小的妇女。因此，文化程度的差异就要求训练班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教

育， 基础的就是识字教育。在现实要求和社会推动下，助产训练班即

分担起了这项基础性民生工作。经过助产训练班的教育，妇女学员们的

识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关中分区的助产训练班妇女在经过三个月的培

训后，“十四个不识字的妇女， 少的也学会四百九十多个， 多的学会

六百多个，粗通文字的也在讲写上得到很大的进步……”⑨。而且由于参

加培训的学员情况不尽相同，有带丈夫来的，有的是未成婚的，有的是

已经当婆婆的，因此在培训生育知识的时候，教员就会注重强调妇女的

重要性，力求用科学生育知识打破以生育为由歧视女性的错误认知。由

此可见，陕甘宁边区开办助产训练班的做法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边区公共

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基本健康权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妇女对自身受教育权的认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权利的的

重视，成为了促进边区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力量。 

（二）改造了传统的老娘婆，培育了助产的民间力量 

老娘婆即农村为产妇接生孩子的妇女。陕甘宁边区由于地理、历史

的原因，经济文化落后，在卫生教育普及以前，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多依

靠村里的老娘婆来帮助生产，这些老娘婆没有经过基本的、系统的、科

学的训练，只是依靠旧法和自身经验来为产妇接生，因此常常造成婴儿、

妇女的伤病和死亡。进行科学的卫生教育，在当时已是迫在眉睫。助产

训练班的一个潜在功能，就是吸收了这些相比其他妇女更有经验的老娘

婆来学习改造，而且是和谐改造。通过座谈等方式，调查她们的基本情

况，吸收她们的经验，改正她们旧式的、不安全卫生的接生法，代之以

新的接生法。老娘婆由于其从事接生的丰富经验，接受生育科学教育就

相对快一点，加上人数也不少，如此一来，对她们的成功改造就形成了

促进边区助产事业进步的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 

（三）深入当地为民服务，培养了卫生干部，增强了党和群众的联

系 

学员们在训练班受训结束后，大多会被派送出去下乡工作，部分回

到原村。这些妇女在当地具有普通群众和卫生干部的双重角色，这种双

重角色的叠加更便于在广大群众中深入开展工作。随着各地助产训练班

影响的不断扩大，县乡等政府会派出工作组与助产学员协同工作，主要

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助产训练班学员来培养本地的卫生干部。 

此外，助产训练班开设的良好社会效应之一，就是有效改善了部分

农村家庭中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是社会的

基石，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关乎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度，助产训练班对学员

毕业后的一个明确要求是要巩固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事实证明，

助产训练班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群众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

人民办事的。 

总而言之，助产训练班的开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

务实精神。在巫神、二流子遍布的边区，中国共产党用民主的治理方式，

灵活有效的引导举措，激发了群众对共产党的价值认同，进一步丰富了

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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