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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脱贫人口的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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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美”安徽发展提速
妇儿民生幸福加速

实现青春梦想
造福深山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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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华丽转身”——近年来，安徽坚持改革创新，勇闯新路，一手抓乡村
脱贫攻坚、振兴发展，一手抓科技创新、主动融入长三角，整合优势资源，在提速增效高质量发展的“新赛
道”上，描绘了一幅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皖美”发展新蓝图。

一切为了民生福祉。近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向往，全省
上下勠力同心，经济发展“速度”与民生改善“温度”同步提升，发展成果逐步转化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宏伟蓝图之下，是全省妇女儿童共享创新发展成果，
是妇女儿童在健康、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生存环境等方面全方位的提升和改善。

返乡创业者方红：

家庭建设为儿童成长提供好环境

改革创新为妇女创新创业提供好氛围

今年，是“90后”姑娘方红回乡创业的第八个年头。
她的家，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岳西县响肠镇，她

的工艺品加工厂也在那里。采访她，是在一个春末的上午，
阳光很好，工厂里堆积着她从周边乡村收购来的杂树、废弃木
料。她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灿烂的笑容，脑后一束马尾，简
单干练。

交流的时候，方红思路清晰，语速飞快：“走出这片大山，我
用了18年，决定回来，只用了几天时间”。方红大学学的是英
语，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际学校教英语，工资待遇、工作环境都不
错。

2013年秋，一次到广州出差的机会，“好奇宝宝”方红买了张广
交会的门票。在工艺品展区，一件件来自山东、安徽阜阳的藤编、柳
编产品，一下子吸引了方红的眼睛。“大到家具、柜子，小到垃圾桶、花
篮，可太美了”。

惊奇之余，方红又有些不服气：“我老家在山里，不光有柳条，还
有茶枝、桑枝、瓜蒌藤、秸秆……平时村里人都当柴火烧了。如果都
能变成美丽的工艺品，不光能圆自己的创业梦，还能帮乡亲们在家门
口挣钱”。

2014年初，家人支持、男友支持，方红辞去工作，回到岳西，白手起
家创办了安徽红方工艺品公司。方红不只果敢善思，还有着一股子闯
劲。不懂工艺品制作，她就从研究原材料入口。“家门口层峦叠嶂的高山、
满山遍野的树林，深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一次次的实践中，她
意识到，要区别于同类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就要用自己家乡独有的原
材料。

为了寻找最好的材料，她翻山越岭，请教林木专家，亲手收集试验。
她发现，木姜子的枝条，带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枝条韧性好，是编织类工艺
品不可多得的材料。另外，山合欢树心呈深褐色，用于搭配工艺品装饰，
独具特色。还有，稻草秸秆、茭白秸秆、泡桐、玉米包衣等，每年新生林抚
育、茶桑修剪、林木间伐所遗留的梢头枝丫、枯桩烂蔸，遍地皆是，都可以
变废为宝。

没有手艺，她从阜阳请来柳编老师傅，从设计、用料到原材料脱脂、制
作、风干，陪着老师傅连天加夜地熬，一点一点打磨、精细。

完成成品，销售问题接踵而至。她把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方红带
着团队和产品来到改变她人生之路的广交会，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主动
和外商交流，征询意见、签订订单、改进产品细节、跟进产品更新……从几
个屏风到几百套家居摆件，每一年的广交会，方红总会带着团队出现在展
馆同样的方位，“即便在怀孕快要生产那年，我还是挺着大肚子出现在展
会现场。几年下来，跟很多外商都成了好朋友”。

2017年，公司团队、市场渐趋稳定，岳西团县委和人社局组织第二届
创业创新大赛，方红捧回了二等奖的荣誉，在之后安庆市举办的创业大赛
中获得一等奖。2019年，她又以《小材大用 匠心工艺》项目代表安徽
参加中国妇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

如今，红方公司已研发出不同风格的20多个系列近3000款产
品。涵盖花瓶摆件、壁挂装饰、灯具、家具、屏风隔断等，截至2020年8
月，公司累计创汇达1900万美元，累计纳税1100余万元。

谋求企业发展的同时，方红实行“原材料采购+技术培训+生产加
工+贫困户+外贸出口”的全产业链扶贫，公司每年花费近千万用于采
购原材料，“原本废弃的枝丫，成了老百姓致富的‘金条’”。三年来，方
红在县人社局、县妇联的组织下，举办来料加工技能脱贫培训班，直接
助力千余名农户增收万元以上，帮助360多名留守妇女、贫困人口等
实现就业，户均增收3.5万元。

交流中，创业路上经历的挫折、苦难，都在方红飞快的语速中
一带而过。在她看来，这些经历都是成长的养分，是在这片创业热
土上播撒激情和梦想必经的过程。

“以初心为舵、创新为帆、实干为桨，扎根基层不负韶华，继续
带领乡村们创业致富，为老区发展贡献巾帼之力。”方红青春的面
庞上依旧是甜甜的质朴的笑。

一个和谐温暖有爱的家庭，能为孩子的成
长带来什么？在安徽省合肥市妇联“妈妈的力
量”家庭成长公益计划发起人之一、“70后”
母亲庆华的认知和体验中，“那是孩子生
命的起点，是父母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的关键场所，是用生命影
响生命。”

从初为人母、陪伴孩子成长时
的感悟，到5年多来与上万名妈妈一
起分享阅读、涵养家庭共同成长的
智慧和力量，这场家庭成长实验与
实践，伴随着“妈妈的力量”悦读会
会员的增加、在合肥各城区不断建
立的分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
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

基础。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全省

各级妇联联手教育等相关部门，紧扣“家”字
作文章，建好小家，引领小家服务大家，为儿童

健康成长、妇女提素发展夯实基础、营造氛围。
一份来自安徽省《两纲（2010-2020）终期评估

报告》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家长家庭教育知识
的知晓率为86.9%，2020年已增长到93%。

数据背后，是一连串弥补家庭成长短板，惠及
家庭和孩子的政策措施：出台并实施了《安徽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进一步理顺家庭教育工作管理
体制，明晰各方职责，为家庭教育健康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将之纳入精
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教育发展总体规划、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建立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平台，依托建立在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
构或家长学校，定期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活
动；建立家庭教育全媒体平台，打造“皖家·教育”空
中课堂、在“安徽徽姑娘”微信公众号开设“皖家·

教育”专栏，为家长提供便捷、多元的指导服务；开
展“我爱我家 亲子大课堂”家庭教育巡讲及丰富
多彩的亲子阅读活动，引导家长与孩子共同学习、
成长。

随着全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及宣传引导效应
逐渐显现，儿童受教育环境大幅改善。围绕解决

“入园难”问题，安徽实施了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将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建设纳入民生工程。截
至2020年底，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4.9%，较
2010年提高46.4%。全省共有幼儿园10876所，
其中公办园5080所，较2010年增幅达362.24%。
全省乡镇公办幼儿园全覆盖达到100%。义务教
育学校标准化覆盖率由 2010 年实施前的不足
10%提高到100%。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都能
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同时，政府“兜底”孤残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2013年，将孤儿救助纳入省政府33项民生工
程。随后，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专项行动，全省2.1万名无人监护或者父母一方
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留守儿童全部落实
照护责任。建设12355未成年人保护专线，承担困
境儿童、留守儿童发现、报告功能。开展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
动，全省累计举办宣讲超过5000场次，服务13万
人次。

为营造家庭成长氛围，安徽持续开展寻找“最
美家庭”活动。近年来，全省共 132 万户家庭、
822.5万群众参与各类寻找活动，推选出各级最美
家庭24.2万户。依托城乡妇女之家设立1.6万个
光荣榜和宣传展板，晒出家庭照片48.3万张，举办
家风家规评议会、家庭故事会6.57万场次，家庭家
教家风巡讲活动3.4万场次，直接参与巡讲群众
160万人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
广大妇女的新追求，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
睦、邻里互助的家庭美德逐步形成。

初夏的清晨，安徽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学田村，
瓜果大棚种植户狄影已经在大棚里查看即将上市的

“吊西瓜”。远远望去，这一颗颗用网兜兜住垂吊在
藤蔓上的西瓜，犹如点缀在绿叶间的翡翠饰品。

个头小巧、一斤多一个，口感异常脆甜的“吊西
瓜”，去年刚一上市，就被当地食客抢购一空。看着
销售势头好，在妇联十多万元妇女创业转移支付资

金的扶持下，狄影又拓展到11个大棚，挖水沟、换棚膜、
买肥料、做包装箱，扩大规模。

“赶上了好时代，在家门口就能创业。政府给钱、给
优惠政策，成立合作社之后，俺们也带动起周边村民一

起种瓜果增收致富。”2012年从三个蔬菜大棚开始创业致
富之路的狄影，不改庄稼人的淳朴与热情，满身的干劲。

在安徽全省城乡，近年来，妇女创新创业的氛围异常
浓厚。

过去，安徽是传统的农业大省。1978年，发轫于安徽
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然而，一朝跨过温饱线，几十年没有迈进富裕门。在沿淮

淮北地区、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等地，囿于自然环境、地理
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依然有31个贫困县、3000个贫困村、48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近年来，安徽全省上下践行初心使命，高举改革大旗，吹响脱

贫攻坚的号角，在乡村大力发展产业。妇联组织顺势而为，深入
推进脱贫攻坚巾帼行动和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妇女创新创业的热
情不断被激发。
成立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建立创业项目库，为女性创业者提供项

目信息、政策咨询、开业指导、人力资源服务等全程跟踪服务；支持妇
女领办创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各级示范主体；设立省妇女创业扶持转
移支付资金，累计投入2.4亿元，扶持农村妇女发展“徽姑娘”农家乐、手工编
织、电子商务等符合女性特点、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特色产业，着力打造“徽
姑娘”“皖嫂”等妇女创业就业品牌；开展“姐妹牵手助脱贫”活动，对建档立卡
贫困妇女开展一对一结对的技能培训。

近十年来，全省已建立省级“妇字号”农家乐
示范基地518个、专业合作社574个，辐射带动16
万多名妇女就业创业；建立省级“皖嫂”示范基地
134个，带动20多万名妇女就业。全省各级妇联
组织举办各类脱贫技能培训班4000多期，培训贫
困妇女近20万人。

产业发展带动妇女脱贫。到2020年底，全省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其中女性242.52万
人，占总脱贫人口的46.4%。

与此同时，安徽以创新为引擎，着眼建设科技
创新策源地、建设新兴产业集聚地、建设绿色发展
样板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一个创新平台不断
搭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生态良好、交通便利的
崭新安徽异军突起。

围绕创新发展战略，省市妇联为科创女性和
创新人才家庭搭建成长平台、提供精准服务。合
肥市妇联实施巾帼“领航、起航、护航”三大行动，
助力女性发挥“她智慧”、助力“养人之城”合肥以
情感留人。

科技创新成果也为妇女健康保驾护航。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安徽已有支持针对妇女儿童健
康的科研项目115项，29个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
步奖，为妇女、儿童患者提供了新的诊断和治疗方
法；搭建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平台，共认定省级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21家，其中包括安徽省妇产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新组建了包括“生物医学与健
康”“炎症免疫性疾病”等4家安徽省实验室，为保
障妇女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如今，安徽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开启新阶段现代化美好
安徽建设新征程，奋力走出适合安徽实际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无论如何发展，“切实增进民生福
祉”是一如既往的根本目的。

48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3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累计解决3429万农村居民饮水问题

为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提
供特殊劳动保护，改善工作环境

由2010年的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提高到

农村集中供水率

31.79% 95%

86%

1343家创建省级女职工
“ 阳 光 家 园 ”

母 婴 室
托 管 班
心灵驿站

安徽肥东县
店埠镇志愿者开
展多种活动关爱
未成年人。

合肥市庐阳区
林店街道菱湖社区
联合创和幼教名门
华府幼儿园开展了
党史创意“纽扣画”
活动。 赵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