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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
为了保护革命后代，
免除在前线奋勇杀敌
的革命者们的后顾之
忧，在战火中诞生的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工
作人员带着130多名
儿童走上了3300余
里的大转移之路。他
们用时两年零十个
月，最终把孩子们全
部安全送到目的地。
那么，在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在那物质
条件匮乏的时期，他
们是如何完成这项艰
巨的任务的？又如何
践行了“大人在，孩子
在；大人不在，孩子也
要在”的豪迈誓言？
他们为了守护孩子们
的安全作出了怎样的
贡献和牺牲呢？今
天，让我们共同去重
温70多年前那场动
人心魄的“长征”。

延安第二保育院“长征”记
曹雪梅 祝彦

宝塔山下织摇篮

“保育院我的家，阿姨爱我我爱她，阿姨待我像妈妈，教
我要听党的话。团结友爱守纪律，要做革命好娃娃……”这
首创作于70多年前的延安时期的儿歌，如今依然在北京海淀
区玉泉山下的六一幼儿院中回响。在歌声中，院子里的“马
背摇篮”雕塑和一幅幅壁画无言地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动人
心魄的“长征”——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延安第二保育院的保
育员们带着130多名儿童走上了3300余里的大转移之路。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延安的大批干
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部署而奔赴前线。但一些有孩
子的干部却犯起了难，一方面他们迫切想要去完成革命任
务，另一方面又放心不下年幼的孩子。于是，在党中央的关
怀下，很快筹建了延安第二保育院。

陕甘宁边区本就经济落后、财源匮乏，要筹建一所保育
院并不容易。在朱德和康克清的关心指导以及各级党、政、
军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保教战士”们统一了建院思想，克
服了物质上的困难，因地制宜，在山坡上打出了一排排窑洞，
还根据需要划分了功能区——“一座山上有40多孔窑洞，分
上下两排，上排十几孔窑洞是小班孩子和保育院的生活区，
下排20多孔窑洞是中班、大班幼儿及保育院的生活区，往下
盖的平房是大活动室……再往下是院部、保教科的窑洞，山
下面则是工作人员的大食堂。另一个山头上则是卫生科的
十几孔窑洞，便于病号隔离。卫生科的下面是总务科……”
在孩子们居住的窑洞中又设置了活动室、洗脸间、饭厅，并制
作了一批实用又实惠的家具，另外每个窑洞后边还预留了防
空通道，以防敌机空袭。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延安第二
保育院正式成立。

尽管保育院成立了，但却没有一个人懂得保育业务。保
育员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都有，可以说有些人自己还
是个孩子。她们来到保育院之后，有的对工作分配不满；有
的则一心想要去前线，认为当保育员没有面子。后来，“为了
加强保育院的工作，康克清与当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几经商量，调派张炽昌同志任院长”。张炽昌同
样不懂保育工作，而且还是个带过兵、打过仗、在军事机关工
作的未婚男青年。但是凭着极高的党性觉悟和对革命的热
忱，在胡耀邦和康克清的鼓励下，他毅然接受了任务。

之后，延安第二保育院就在张炽昌院长的带领下，在对
业务不熟的磕磕绊绊中开始了运转。在保育院成立的当天，
就收进了第一批孩子，有60多人，年龄从1岁到6岁都有，体
质、性格也各有不同。当时张炽昌还没有调任为院长，院里
的工作是由保教科科长林纳主持的。由于第一批入院的孩
子中，有一个正处于麻疹潜伏期，可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差，保
育员们没有经验，也就没能检查出来，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个
孩子不仅自己患上了麻疹，全院其他孩子中，除了有一个已
患过麻疹的外，都被他传染了。孩子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紧要关头，全院上下空前团结起来，确立了“一个也不能死”
的目标，严格分工和履职，一些在平时不安心工作的保育员
也收起了思想上的异动，一心扑在了抢救患儿的工作上。在
与死神较量的一个多月中，保育员们没睡过一个好觉，没吃
过一顿安生饭。在她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疫情得到了有效
控制，孩子们渐渐痊愈了，她们却病倒了。

一群保育工作的“门外汉”就这样在摸索中艰难前行，逐
步创立了“一日生活的26个环节”，确立了“坚持革命观点、健
康观点、爱孩子观点”的三个原则，建立起了各种规章制度。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延安第二保育院就从建院初的只要求

“不死孩子”，到后来尽可能地提高孩子的生活水准以保证
“孩子身体健康”，走向了自己编写教材以确保“孩子能受到
良好的教育”，践行了康克清提出的“保教合一，教养并重，保
中有教，教中有保”的办院方针，这在战时儿童保育领域是一
个了不起的成绩。保育院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用双手在宝
塔山下编织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摇篮。

1946年 8月，康克清就向张院长打招呼，准备撤离延
安。11月5日，康克清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国民党要进攻延
安，情况紧急，保育院要在3天之内撤离延安，转移到相对稳
固的太行解放区去。但3天时间太少，在张炽昌的争取下，康
克清作出了要力争3天，最多不超过5天的决定，并强调和叮
嘱道：“一定要把全部孩子安全地带到目的地”“到达目的地
后，立即打电报报告中央，说清楚全院的孩子是否都安全到
达目的地”。

要带着130多名年龄不一、体质不同、健康程度不同的孩
子从延安解放区到太行解放区，衣食住行样样都要考虑周
全，途中还要防止敌机空袭和敌特的破坏，并且要更加注意
预防疾病。5天内要准备好这一切，是个巨大的挑战。张炽
昌首先从思想上对全院进行了动员，使大家明白了撤离延安

“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并且“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随
后，全院又讨论研究了带孩子行军途中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应
对措施，在最紧要的安全问题上，“共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
都是边提问题边想出解决的办法”。其中，在讨论如果遇到
克服不了或没预料到的困难和危险该怎么办的时候，全院同
志坚定了“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以
及不怕困难、不怕劳累、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信念，下定了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决心！
5天时间里，全院上下既要照顾孩子们的正常生活，又要

完成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工作。院领导先是将“全院分为两个
中队，大一点的孩子在第一中队……小一点的孩子和有病的
孩子在第二中队”，而后把任务明确到每一个人，责任划分到
每一个人，为即将开始的行军打牢了思想基础。在物质方
面，保育院根据本次行军的特点和现有的物质条件，赶工缝
制了御寒的棉帽、装换洗衣物以及盥洗用具和餐具的大小口
袋，并拆洗了全部的被褥。炊事员日夜赶工准备了“一千八
百斤牛肉做成的肉松，一千斤饼干，六百斤炒面，五百斤煮鸡
蛋”。医护人员、总务人员都做了相应的准备。此外，保育院
还组织了应对空袭和急救等突发情况的演习……总之，这5
天对保育院的同志们来说毕生难忘，大家每天只睡一两个小
时，终于在5天内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工作。

1946年11月11日、12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全体人员泪别
延安。寂静的田野上，保育院长长的骡马队伍安静前行，特
制的驮床稳稳地捆在骡马背上，孩子们坐在驮床里，随着牲
口的脚步一晃一晃，保育员不时地跑前跑后查看孩子们的情
况，脑海中不断温习着出发前制定的各种预案，心中充满了
对延安的不舍。

转移的路上，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驮床里度过
的。经过8天的紧张行军，11月20日，第二中队的队伍在途
经边区绥德县三十里铺村时，第一次遇到了危险。当时一
架敌机向保育院的队伍俯冲而来，保育员们立即按照出发
前的演练将孩子抱出驮床进行隐蔽。可是有一匹牲口却没
有人管，一名男工作人员马上冲出去将牲口牵进了桥洞。
令他后怕的是，此时牲口背上的驮床里还有一个孩子！这
时候，敌机已经开始扫射，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附
近，留下了一地弹孔和密密麻麻的弹壳。后来查知，那个孩
子之所以会“落单”，是因为保育员在抱出第一个孩子后不
敢再返回去抱第二个孩子了，才造成了这样危险的局面。
当晚，第二中队召开了全体大会，表扬了勇敢的工作人员，
批评了胆小的保育员，并以此教育了所有人，杜绝了这种事
情的再发生。

队伍在到达黄河的时候，为了安全，决定连夜过河。为
了防止孩子们在渡河过程中因为好奇而起身张望，保育员
们就在渡河之前领着孩子们好好看了看黄河。满足了好奇
心之后，孩子们乖乖地躺回了木驮床。仅有的两艘渡船紧
张地往返于两岸间，破晓时分，所有人都安全渡过了黄河。
过河不久后，队伍来到了晋绥解放区汾阳县的柳林镇休
整。两个月后，上级命令队伍到达北偏城待命，等候通过汾
河的两渡口。两渡口是由陕甘宁边区通向太行解放区的必
经之地，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沿着汾河和同蒲线构筑了一
条切断两个解放区联系的封锁线。

解放军359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击溃了两渡口的
守军，并在汾河上架起了浮桥。渡河当晚，两渡口十分忙碌，等
待过河的单位很多，浮桥并不牢固，在经过几小时的踩踏之后
已经有溃散迹象，十分危险。大家屏气凝神，小心地跟在队伍
后面，此时谁也没有在意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一心只想着要保
障孩子的安全。队伍渡过汾河后继续前进，这时后方队伍传
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进了汾河！”

原来，是牲口失足导致两个孩子掉进了河里，有人知道
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就在队伍前面，就把消息传了过来。作为
孩子的母亲，听到这样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程宜萍身边
的人都劝她赶快去找孩子，但程宜萍却说：“我负责保管的两
个文件箱，里面有保育院工作人员的档案材料，有孩子和他
们父母的名册，将来战争结束，全凭这些名册来帮助父母和
孩子相认，党交给我的任务是保护文件箱，我不能为了自己
的孩子而离开岗位！”就这样，她忍着巨大的悲痛边流泪边向
前走。幸运的是，当时跟在两个孩子身边的一个叫全超的年
轻战士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救起了两个孩子，到老乡家里进
行了及时抢救，后来被扫尾清查的人员找到带回了部队，又
随部队辗转了20多天，才让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1947年2月中旬，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历经3个多月的转
移之后终于到达了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南里信村。在村
民们的热心帮助下，队伍得到了休整。到了8月份，晋冀鲁
豫中央局下发通知，要求保育院把东北干部的子女送往哈
尔滨，一共有37名儿童。

从山西到哈尔滨，路途遥远，为了保障孩子们在途中的
生活和安全，保育院抽组了一支包括保育、医务、生活管理
等在内的队伍负责护送。一路上，保育院人员与敌人斗智
斗勇，克服了诸多困难，辗转数千里，将孩子们一个不落地
送到了他们父母身边。

这37名孩子走后，其余孩子和工作人员一直驻扎在襄
垣南里信村。1948年 3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奉命迁往河北
省平山县地区，并与边区福利托儿所合并。这次迁移是在
解放战争形势好转背景下的一次迁移，也是两个单位合并
后的首次行军。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行军地点大部分是
平原地区，而且是在夏季。虽然解放战争发展势头良好，但
保育院上下并未因此大意，而是认真分析了本次行军的特
点以及可能面临的危险和困难，针对在平原地区防空、在闷
热天气里防暑以及如何做好两个单位的团结工作等作出了
预案。3月下旬，延安第二保育院和边区福利托儿所在武安
市冶陶镇会合，并召开了扩大会议，统一了人员思想，制定
了行军计划，对两个单位的人员进行了合理分工，每个人都
写下了保证书。4月下旬，保育院开始向平山县刘家会村行
军。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行军，队伍安全抵达刘家会村。刘
家会村依山傍水，是一个美丽的乡村，但却蚊蝇肆虐，村里
人人患病，是个典型的“疟疾窝”。保育院的队伍在这里度
过了近半年时间。半年里，保育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
极改造环境，取得了 180多个孩子无一被传染疟疾的骄人

“战绩”。同时，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战胜了疥疮、腮腺炎、
急性颌下腺炎等儿童多发疾病。

然而，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窜犯，保育院不得不再次
转移。此次行军仍然分为一、二两队先后出发，孩子们坐的
是驮筐。此时又值寒冬腊月，冷风刺骨，保育员们把孩子们
护得严严实实，保证冻不着。保育院于1948年12月胜利到
达了平定县城郊待命。

1949年 1月 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在搬进北平
后，于7月份通知保育院准备迁入北平。保育院的同志们听
闻消息后激动欣喜万分，自离开延安后，大家无不期盼着这
一天的到来。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进城”，适应新形势、新生
活，党总支首先组织全体人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将革命
进行到底》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精神，以“两个务必”武
装思想，并号召端正入城动机，保持优良作风。号召全院继
续发扬“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的精神，保证使孩子
们安全、顺利、健康地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

张炽昌院长首先到达北平，将坐落在“北平市德胜门内
果子市大街一号的私立中学”选定为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北平
的院址。1949年9月24日，保育院的人员坐上了向北平进发
的火车。次日，火车到达北平德胜门火车站。当年的延安第
二保育院从这一天更名为“北京六一幼儿院”。至此，孩子们
在历经了两年零十个月的3340里的“长征”之后，终于有了安
心成长的环境。后来，在党的关怀下，1953年9月，该院正式
迁至了海淀区青龙桥，坐落在美丽的玉泉山下。

（来源：学前教育杂志社）

● 保育院的孩子们（资料图片）

● 张炽昌院长和保育院幼儿小闹闹（资料图片）

●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 毛泽东和保育院
的孩子们在一起（资料图
片）

●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做游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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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军”踏上征程

小驮床承载大使命

兵分两路再出发

玉泉山下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