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角，那可敬的女民兵连

顾乃峰

1970 年代中期，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作家黎汝清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出

品了一部著名电影《海霞》，讲述同心岛上贫苦渔民 1949 年前后与封建渔霸和国

民党特务斗争的故事。有人说，《海霞》有地角女民兵连的影子。一来，地角，

位于北海西面的尽头，地形呈三角形凸出于海面，与该片的外景地之一钦州犀牛

角海边（三娘湾）两两相望：二则，电影《海霞》是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所以，电影《海霞》有地角女民兵连的影子，也不足为奇。

光影流传海涛依旧

保家卫国初心不变

时间进入 21世纪，地角女民兵连还在吗？

不但在，而且还与时俱进了！

在地角，你很可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北部湾海域发现可疑船只，命令你们立即前往检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地角女民兵连全体战士从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迅速集结到位。

民兵连长会果断下达命令，女民兵们立即分乘两艘巡逻艇，向预定海域驶去。

“前方船只停船接受检查！前方船只停船接受检查！！”当巡逻艇准备靠近可

疑船只时，可疑船只突然开足马力，掉头逃跑。指挥员一边驾船紧追不放，一边

向海警报告，“海警 1 号，我们已经发现可疑船只，正在向东南方向逃窜，请予

以拦截！”

这，正是地角女民兵连例行演习的一段场景。

因为女民兵连的姑娘们都懂得：国泰民安，在枕戈待旦中；人民幸福，在高

度警惕中。

母女一连

姐妹同兵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爱国诗人屈原《国殇》的诗句，是对国家英雄的高度提炼和称颂。地角女民

兵连，这一面旗帜，飘扬在北部湾畔，算起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150 多年风雨历

程，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所呈现出来的英勇，也体现了这种崇高的精神。

1960 年代初，来自地角上寮、中寮、下寮和新海 4 个大队 80 名思想素质好、

能吃苦耐劳的渔家女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集体宣誓正式加入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妇女民兵武装。她们拿起枪杆，保家卫国，组建了“地角女民兵连”。

成立之初，就有 380 多名女青年争相报名，一度出现了“母女同为女民兵”“姐

妹花女民兵”以及“母教女、女学母”当民兵的感人情形。

当时，正是敌对势力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派遣特务渗透和军事挑衅，制造紧

张局面的时期。可以说，地角女民兵连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

显示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地角女民兵早期训练场景

她们勤练军事技艺，积极参与祖国及家乡建设，维护一方安宁，常常工作战

斗在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地方，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誉为“南海前哨的先

进集体”“北部湾畔的铜墙铁壁”。

她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良好作风，锻造了连队勇敢、坚强、团结、奋进、

奉献的精神内核，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她们的精神不老，闪闪发光。她们“不

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形象成为时代的楷模；在改革开放时期，她们又勇闯商海，

富裕家乡，构建和谐与安宁。

多年来，地角女民兵在正常参加社会建设的同时，时刻牢固树立战备观念，



坚持“劳武结合”，在工作之余进行军事训练，在射击、刺杀、投弹、打滩头偷

登之敌、单兵战术训练科目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训练效果均达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的《民兵训练大纲》的要求。

每年的休渔期，当地武装部门都会对女民兵连进行集中训练。虽然因为请假

训练会减少民兵的个人工资收入，但家人仍然十分支持她们。这期间，地角女民

兵连又开始活跃在地角内港，她们每天从 8 时巡逻到 18时，保障渔港安全。

在地角港码头巡逻，是地角女民兵连的任务之一。她们每周在码头巡逻两次，

守护着人民的一方平安。

这里摘录一组数字。

1964 年，女民兵连与群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用 1 年时间建成能容纳 3000

多艘渔船的避风港。1966 年，女民兵连在离地角 4 公里的地方，开辟约 47公顷

的荒地种植农作物，当年共收获主、杂粮 15万公斤。

1969 年 12 月 26 日，北海市委、北海市人民武装部授予女民兵连“红色娘子

军连”的光荣称号。1969 年至 1983 年的 14 年间，女民兵连坚持守护港口、码头、

油库等重要目标，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 37起。

1987 年，女民兵连进行调整，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她们选择了冰鲜、

腌制、晒干等不同类型的水产品加工生产项目，并承包了织网、商场、旅店等，

创造产值 51万元。同年 10月，原自治区商检局对北海口岸水产品出口单位进行

商品质量检查评比，女民兵所在生产单位的冷冻厂生产的水产品获得总分第二

名。

地角女民兵连成立以来，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多次出席地、市、自治区、

广西军区、广州军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荣获“广西军区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单位”称号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国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她们还积极协助地方有关部门打击走私活动、参与抗风救灾、联合地方治

安巡逻等，展示了新时期女民兵的新形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

厂、广西电影制片厂曾先后到女民兵连拍摄纪录片；《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

《广西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报》《广西画报》等报刊杂志亦多次宣传报道



她们的先进事迹。

尽管女民兵连的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这支队伍始终活跃在北部湾畔，在

保一方安宁的同时，也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今天的地角渔港，就是她们和乡亲们用艰辛和汗水一锄一铲挖出来的。

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地角女民兵连目前已初步形成拥有步炮、卫生

救护、通信、侦察和海上指挥等多种专业的民兵小分队，这支连队是广西军区目

前建制最为完整、编制最大的一支“清一色”的女民兵连。

地角的渔民们提起地角女民兵，就会竖起大拇指。以前，每年休渔期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紧张，一怕有小偷，二怕遇到火灾。自从女民兵成立了休渔期巡逻队

后，小偷小摸少了，重大火灾也没再出现过，现在渔港安全多了，渔民们安心了。

地角女民兵连保护当地百姓安全的事例数不胜数。

有一次，时任第六任连长的符广娟带领一班民兵例行巡逻，队伍行进至海岸

线时，发现一儿童在海边玩耍，不小心跌人海中。大家一时心急如焚，习水性的

符广娟面对汹涌的海浪，没作任何考虑就跳人大海，将孩子救上岸。第二天，“义

高云天娘子军，关键时刻见真情”的一面锦旗送到了连部。

要守护当地百姓的安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女民兵们得练就一身好功

夫，才能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因此，从站队集合、队列行进和一日生活制度，该

连都有着一丝不苟的严格规定。特别是在米数、秒数和环数等军事科目训练上，

实施男性化的军事训练。很多女民兵连的战士为获得最佳成绩，天刚蒙蒙亮，就

起床拴背包带，练习投弹挥臂动作、攀登技巧和格斗技术。

平时能劳作

战时能打仗

1970 年代以来，地角女民兵连越来越多地参与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在

围海造田、海港建设、枝（城）柳（州）铁路建设、守护港口码头油库、维护社

会治安等方面做出贡献。

海风拂面，吹老了人的容颜，但吹不去的是一代代女民兵那炽热的国防情怀。

一样的情怀，不一样的兵。



尽管参加女民兵连没有任何报酬，训练执勤也非常辛苦，但每年在招募新民

兵时，都有不少人前来报名，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国防情怀。

新一代女民兵传承老一辈女民兵的优良传统，以街道、社区为新的战场，紧

紧围绕中心工作，参与到城乡环境提升、创建文明城市、伏季休渔期消防安全、

全民国防教育、社区治安联防、帮助孤寡老人、社区文艺演出等活动中，出色地

完成党和政府赋予的新任务，推动建设平安宜居、和谐幸福新地角。

目前这支 70多人的地角女子民兵连由公务员、公司职员和个体从业者组成，

主要协同海警巡防、港口巡逻、排查火患、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国防知识等。派

出所民警与地角女民兵成员组成的联合巡逻队对辖区码头、渔港和冠岭景区等重

点部位进行巡逻，提高了见警率，并对周边群众开展安全防范知识宣传。

在地角街道党工委书记的眼里，女子民兵连是一面旗帜，也是一支突击队，

地角的大事小情，处处都有她们跃动的身影。因为这些女民兵都在这里土生土长，

熟悉情况，号召力强，所以，很多基层工作，有了她们参与，开展起来事半功倍。

早在 1976 年，地角女子民兵连的姐妹们就增加了一条连规，全连以排为单

位，各排派人轮流照顾敬老院的几个孤寡老人和盲人。这条特殊的连规在每届指

导员卸任时，都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交给新任指导员。

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在册女民兵 400 多人，她们始终继承和发扬民兵劳武

结合的优良传统，投身到城市的建设大潮中，承担起巡逻海疆、守卫渔港的重任。

在国防施工、建设海港、海防执勤、配合公安机关追捕逃犯、维护社会治安和抢

险救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支“平时能劳作、战时能打仗”的巾帼英

雄集体。

北部湾畔女民兵

英姿飒爽出豪杰

地角女民兵连第一代连长龙先兰（任期 1963-1972 年）骄傲地说：“当时，

我们除了保家卫国，在经济建设中也不甘人后。今天的地角渔港，就是我们参与

建设起来的。”“当年参加女子民兵连时，奶奶和父母都极力反对，在我们北海渔

家，女人是不出门的。女孩子要是经常在外抛头露面，会被乡邻们认为是在做伤



风败俗之事，很难嫁出去。”龙先兰加入了地角女民兵连，她家人担心“嫁不出

去”的事并没有发生。龙先兰嫁给了当地的一位渔民，夫妻感情深厚。现已年近

七旬的龙先兰，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说话语气坚决且声音洪亮：“现在如果让我

回到一线，我仍然能把我的队伍拉出去参加战斗。”

地角女民兵连第一任指导员徐光英（任期 1963-1972 年）说，我们就是要在

北部湾畔树起一面闪耀的旗帜，锻造出连队勇敢、坚强、团结、奋进、奉献的精

神，让“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的美名远播，代代传颂。

第二任女民兵连连长曹家秀、指导员陈凤文（任期 1972-1973 年）说，我们

要坚持“劳武结合”，让连队无论是在生产建设中还是在军事训练中都堪称楷模，

塑造出新中国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美学新标准。

第三任女民兵连连长张国凤、指导员伍志英（任期 1973-1976 年）回忆起当

年说，我们就是要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带领连队紧握手中枪，

时刻准备着，与驻军并肩守护南海边疆的安宁。

第四任女民兵连连长徐业兰、指导员钟志青（任期 1976-1980 年）认为，要

带领连队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光荣传统，立下为敬老院老人服务的

特殊连规，一直坚持下去，成为当群众的贴心人。

第五任女民兵连连长唐世兰、指导员曾全凤（任期 1980-1987 年）表示，要

牢牢树立“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国防观念，带领连队战士在军事码头的

建设中再立新功。

第六任女民兵连连长符广娟、指导员黄庆珍（任期 1987-1995 年）说，我们

要带领连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手持钢枪保护油库、码头，积极参与涉外船

只的管理，向世界展示中国女民兵的自信与自豪。

第七任女民兵连连长麦运清、指导员杨国凤（任期 1995-2006 年）说，我们

带领战友继续发扬“巾帼不让须眉”的干劲，练兵场上显身手，搏击商海竞风流。

第八任女民兵连连长伍际琼、指导员张华芳（任期 2006-2013 年）说，我们

就是要做新一代女民兵的优秀代表和“领头羊”，带领战友们向前辈学习，让“红

色娘子军民兵连”的精神发扬光大。



李绍兰是在 1969 年底加入地角女民兵连的，如今已是跨国公司的老板。1980

年代末，中国与越南刚刚开放边贸生意，李绍兰从中发现了商机，她带领家人到

越南收购海鲜干货，再运到广东出售。李绍兰不无自豪地说：“我当了 10年民兵，

这段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当初到越南做生意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确遇到许

多困难，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生意做得再大，钱赚得再多，也比不上这段经历

宝贵。”

作为新时代北海地角女民兵连一名普通的战士，吴伟芬从小在地角长大。受

老一代女民兵的影响，她认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有责任，有义务，有信心，要

担起应有的责任，传承地角女民兵连的精神，为地角和北海的发展保驾护航。

龚安娜是女民兵连现任连长。27 岁的她在北海市海城区地角街道办事处工

作。与前辈连长相比，她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全副武装带兵训练。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获国务院批准实施后，北海已经由过去的边境海防前线变成对外开放合作的

前沿。她认识到，虽然新一代女民兵的工作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地角女

民兵连的那种精神是永远不会变的。她们必须要传承老一辈女民兵的不畏艰辛，

迎难而上，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带头维护好地角渔港码头的治安稳定，做好国

防宣传，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

（顾乃峰，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