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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穿越风雨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新，

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中国人民的记忆

深处。

70多年前，鸭绿江彼岸硝烟弥漫，血染黄

沙，夜与昼被炮火一次次撕裂。双方军队经过

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搏杀，正义的旗帜重新在

北纬38度线上高高升起，和平的阳光才真正普

照古老的东方大地。在这场战争中，云南各族

各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广

泛动员，开展了以增产节约、支援前线和爱国

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抗美援朝运动，为赢得抗美

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贡献了云南力量。

 顶住压力响应号召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中央局、各

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发出了《关于在

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成立了“中国人

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总会设在北京，

各地设立分会），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

人民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4月1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

执行<中央关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指示>的

指示》，号召：“务必做到每一处、每一个人

都受到这个教育，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全党务

必认真推行。”4月5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云

南分会向全省人民发出通告，提出8项建议，号

召于4月上旬普及抗美援朝运动。4月18日，云

南省抗美援朝代表大会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

召开，全省各族各界473名代表参加大会。会上

交流推广了晋宁县与昆明电工厂结合中心工作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典型经验。随后，各地纷

纷成立抗美援朝分会，统一领导支援抗美援朝

运动。

1951年6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

执行〈中央、西南局开展捐献武器运动指示〉

的指示》，提出坚持自觉自愿和增加生产的基

本捐献原则。要求全省各专区、县以各级抗美

援朝分会为主，协同各级人民协商委员会和人

民团体，组织成立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委员

会，统一领导这项工作。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论城乡，人民

群众的生活都很艰苦，通过第一阶段的宣传教

育，全省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都被

调动起来，为增产节约、订立爱国公约、捐献

武器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半边天”捐出“妇女号”飞机

1951年8月14日，云南省政府各机关爱国增

产捐献飞机大炮分会率先成立。此后，全省各

族各界人民踊跃投入这一运动中，各界捐献委

员会纷纷成立。同在8月成立的还有云南各界妇

女捐献委员会，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经

过动员后，全省各界妇女纷纷通过各种方式

捐献。

昆明的彭大娘当时组织了广大妇女为前线

志愿军做军鞋，甚至夜晚在街头电灯杆下做鞋

底，用她的话说：“前方打仗都是为我们，俗

话说，人巧不如家私妙，没有飞机大炮咋个打

法。”此外，许多家庭妇女还捐出了自己的私

房钱，甚至有家庭妇女把自己的金手镯都捐了。

没多久，云南各界妇女就完成了4亿元捐

款，10月底又完成了3亿多元，至12月甚至完

成了“妇女号”飞机的捐献。至1951年底捐

款活动结束时，全省捐款入库数已达489亿元

(旧币)，超额完成认捐飞机20架（实际捐献22

架）、大炮2门、高射炮1门的捐献任务。

 大理县捐出高射炮

大理“三月街”是滇西地区最大的庙会，

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左右，滇西地

区的各族群众会聚集到大理赶三月街。瞅准这

个时机，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成立了广播宣

传组，会同大理县相关宣传机构，制订宣传计

划，聘请当地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宣传干事做

播音员，播报国际国内外大事，宣传抗美援朝

运动的内容及重要意义。同时还请农协的少数

民族工作人员录制民歌、小调、民族语宣传资

料在群众中播出。

这样的宣传形式在群众中产生了非常好的

效果，对滇西地区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的顺

利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大理县各族群众在抗

美援朝大理分会的组织下，于1952年2月组织捐

款8亿多元，超额完成了“苍山号”高射炮的捐

献任务。

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

朝鲜回国，抗美援朝总会及各地分会胜利完成

使命，结束活动。云南和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的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

争，很好地解决了志愿军购买战斗机、大炮、

坦克等武器经费短缺的问题，保证了战争的最

后胜利。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云
南
倾
全
省
之
力
支
援
抗
美
援
朝

 

黄
燕
玲

扫码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