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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

近两年，天台县妇联创新打造巾帼“家门口创业圈”，按照县域地理
位置和女性特色产业现状，设立了15个“家门口创业圈”，由“圈主”做给
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富，帮助乡村女性创业就业。如今，创业
圈迭代升级，与巾帼“共富工坊”、“妈妈的味道”产业链发展深度融合，共
同助推乡村女性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

浙江天台“家门口创业圈”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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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傈家女子骑巡队：

圈坊融合 专家指导 品牌加持

云南省妇联十二届二次执委会召开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居家安宁
疗 护 巾 帼 志 愿 服 务 站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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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傈僳族群众信任的“女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进入三月下旬，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一连几日绵绵小雨，这让赤城街道塔后村
的妇联执委陈菲菲，松了一口气。前几日
天气回暖，平均温度有15摄氏度，她和姐
妹们将“执委责任田”荷花塘的荷叶枯秆
清理干净，进行了引水、栽种。“种下去，雨
水马上跟上来了，是个好兆头。”陈菲菲笑
笑说。

“好兆头”的语气中，隐隐透着对好丰
收的期待。在她心里，已经勾画出姐妹们
在家门口增收的喜悦图。

陈菲菲的底气来自近两年天台县妇
联创新打造的巾帼“家门口创业圈”，当地
按照县域地理位置和女性特色产业现状，
设立了15个“家门口创业圈”，由“圈主”
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富，帮
助乡村女性创业就业。如今，创业圈迭代
升级，与巾帼“共富工坊”、“妈妈的味道”
产业链发展深度融合，共同助推乡村女性
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让巾帼共富成色
更足底色更亮。

圈坊融合 姐妹们动起来
进入塔后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荷花田。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10余亩
荷塘，由村里妇联执委负责种植、养护、出
产品和销货。

荷花全身都是宝。花朵可做菜，叶子
可做荷花染。莲子、莲藕更不用说。为将
荷花经济价值最大化，村里建成了“巾帼
共富工坊”，开发了花茶、面膜、香皂、精油
等一系列衍生产品，更在荷花田里配上灯
光、音乐，搭上舞台，举办了音乐节，引来
众多游客打卡。

“这些衍生品一方面可以带来收入，

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奖励妇女骨干或是
吸引妇女参加活动的礼品。”赤城街道妇
联主席陈考云介绍。

现如今，村妇联在路边打造的五色梅
中医景观，妇女们在房前屋后栽种的洛神
花，都一一由风景转化成“钱景”。

与塔后片区“家门口创业圈”互相成
就的还有直播基地和巾帼集市等。果蔬
小馒头、洛神花茶、艾草饼……四位巾帼
村播入驻到“红色村播”内，借助专业的直
播设备，为“妈妈的味道”吆喝。

村里的巾帼市集开展巾帼家门口创
业圈美食打卡活动，每周末免费提供给周
边村民售卖农副产品、文创产品、康养产
品，成为“高人气”之地。

眼下，各片区的巾帼“家门口创业
圈”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三八”妇女节
前夕，天台县妇联架桥搭台促成产购销
联营协议，给巾帼创业产品插上了进城
出县、飞向消费者手中的“翅膀”。妇联
组织（女企协）、“家门口创业圈”、巾帼

“共富工坊”三方搭建合作共赢平台，助
推“巾帼共创”各项行动，为共同富裕注
入合力。

专家指导 提升姐妹们信心
“毛教授，之前我种的小脆果，因为雨

水多，果子裂开了三分之二。”“李教授，我

公司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仓储，我们想
做一个恒温室，您能否指点下？”“我文化
水平不高，直播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有
没有什么说话技巧呀？”……

在浙大女工委指导帮扶天台座谈会
上，来自一二三产业领域的浙大教授们，
受到了女企业家和女能手的追捧。她们
紧抓机会，“问计寻药”，并纷纷取得专家
的联系方式，约定后续深度合作。

为促进校地跨区域、跨行业深度交流
合作，推动巾帼助力共同富裕试点县工
作，去年3月，浙江大学女职委和天台县
妇联签订了结对合作协议，双方围绕人才
培育、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困难帮扶等内
容进行结对共建。

“有了专家给我们指点迷津，我们有
信心多了！”女企业家协会代表汪艮华高
兴地说。从事山茶油育苗种植销售产业
多年的她，亟须找到高品质山茶油的销售
新路径。

做大不如做强，做强不如做长，做长
不如做久，这是与会者的一致感受。“这里
说的做长，指的是要把产业链做长，大家
抱团把产业链做长，一起发展。大家有任
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我负责帮大家去找
更多的专家。”浙江大学女教职工委员会
主任林俐的一番话，更是让女企业家和女
能手们吃下一颗定心丸，信心倍增。

品牌加持 姐妹抱团奔共富
“哇，这个羊羔卷味道真好，就像小时

候妈妈做的那个味道！”试吃过的食客无
不这样说。“一上午，我们已经补货三次
了，真没想到会这么火！”羊羔卷摊主张爱
月笑得合不拢嘴。

一排排纯手工编织的发卡，甚是可
爱。“我是全职妈妈，带孩子之余，做些手
工，有集市摊位，我就出来摆一下，可以增
加点收入。”手工达人徐武慧说。

3月，在天台旅游集散中心，“巾帼共
创·和合里市集”正式开市！市集为巾帼
创业者免费提供的60余个公益摊位，汇
集了“妈妈的味道”和合礼美食、手作、天
台山特色产品等，现场行人如织。

“和合里市集是天台县妇联和天台县
女企业家协会为广大创业女性搭建的一
个创业平台，是打造‘巾帼家门口创业圈’
2.0版本的一个创新举措。”天台县妇联主
席吴琳玲介绍。和合里市集设置的共享
摊位，让创业妇女成为乡土好物的推荐
官，让创业产品有了展示展销的便利平
台，更是让妇女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创业
就业。

与和合里市集一同“出道”的和合礼
公益品牌，将省市妇联关于“妈妈的味道”
产业化、品牌化迭代的工作要求落地扎
根，通过品牌赋能，促进巾帼“家门口创业
圈”和巾帼“共富工坊”深度融合，帮助巾
帼创业产品拓宽销路。

记者了解到，在天台县女企业家协会
的发起下，经过属地推荐、部门审核评选，
最终确定了灵溪垂面等12项优质产品入
选第一批“妈妈的味道”和合礼。在和合
里市集的开市现场，“妈妈的味道”和合礼
成热销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慧莹 发自北京 近
日，由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
主办的2022年度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征集活动
结果正式发布。其中《河北省妇联实施县级妇联“破
难争星”行动 推动妇联组织建设改革走深走实》等
10件案例入选十佳创新案例，《浙江天台县妇联创
新打造家门口“创业圈”》等20件案例入选优秀创新
案例。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
总结和宣传各地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探索实践，中国
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面向各级妇
联组织、妇儿工委办、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等妇联团体会员、各类女性社会组织等
开展2022年度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征集展示活
动。征集启事发布后，得到积极响应，最终30件作
品分获十佳创新案例和优秀创新案例，其他60件案
例入围。

此次入选的创新案例涵盖了深化妇联改革和建
设，创新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深化科技创新、乡村振
兴等巾帼行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参与全过程
人民民主和基层治理，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美好生
活等方面，呈现了各地妇女工作改革创新的新思路、
新举措、新经验、新亮点，对形成示范引领效应、进一
步推动妇女工作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平台近
期将对入选的2022年度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进
行宣传推介。

2022年度妇女工作改革创新十佳案例
（排名不分先后）

1.河北省妇联：实施县级妇联“破难争星”行动
推动妇联组织建设改革走深走实

2.天津市武清区妇联：“妈妈管护队”展现柔性
治理力量

3.江苏省宿迁市妇联：“个十百千”计划推进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

4.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协同推进家事“共享法
庭”助建平安之家

5.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妇联：创新实践村嫂理
事会工作 畅通基层社会治理“微循环”

6.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妇联：“星链工程”点亮
产业“她力量”

7.山东省嘉祥县妇联：四大支柱撑起“六位一
体”家庭教育工作新格局

8.广东省妇联：“互联网+妇联网”打造“指尖上
的温暖之家”

9.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妇联：创新打造全方位
广覆盖高品质的“一站式”婚姻家庭指导服务项目

10.四川省成都市妇联：“儿童友好义集”有效推
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苏勇

眼下，来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
县金沙傈僳族自治乡，行走在苍翠的山林
间，时常能“偶遇”一支英姿飒爽的傈僳族
女子摩托车骑巡队——金沙傈家女子（也
叫女儿）骑巡队（以下简称骑巡队）。

骑巡队在去年 3 月自发成立，由 25
名队员组成，除 1 名队长由乡干部担任
外，其余 24 名均是来自辖区 3 个村的傈
僳族女子，其中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
23岁。

一年多来，骑巡队在金沙傈僳族自治乡
山水间，守护家园，守护山林，改变乡风。她
们是“守护者”，在森林草原防灭火中守护着
山林；是“宣传员”，将党的政策和关怀宣传
到家家户户；是“实践者”，在移风易俗、弘扬
新风等工作中实干巧干。前不久，骑巡队荣
获了凉山州2022年度“三八红旗手集体”称
号。

金沙傈僳族自治乡地处县城东南部，
是四川省傈僳族人口最多的一个乡，全乡
3416人中傈僳族人口占95.3%。全乡 74
平方公里的地域多分布在安宁河两岸的二
半山和高山。

2022年 3月，新一轮严峻的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进入关键期时。“面对全乡情况
复杂、困难重重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结
合金沙的实际情况，乡党委书记李波提出
了成立一支由女子组成的骑巡队的设想。”
乡干部莫色芷溦回忆，当李书记的设想，通
过口口相传，传遍全乡时，不少女子纷纷表
达想进入骑巡队的愿望。

最后，在“一要会骑摩托车，二要有驾
照，三要有参与的时间，四要有工作责任
心”的四重“门槛”下，筛选确定了25名队
员，莫色芷溦则当选为这支女子骑巡队的
队长。除了有“门槛”，参加骑巡队还有“苛
刻”的条件——摩托车自带、任务多、补贴
微薄……面对这份倒贴时间和耗精力的工
作，金沙傈家女子骑巡队的队员一直满腔
热忱、兢兢业业。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巡逻宣传任
务，队员们经常打着手电筒干农活到半
夜三更，提前腾出时间。”副队长李平说，
大家认为，守护的是自己的家园，是责任
也是使命，一点得失与这样一份光荣的
工作相比，微不足道。

一年以来，这支自发成立的女子骑巡
队，穿着整齐的军绿色迷彩服装，以全乡3
个村9个片区为主线，骑着摩托车，载着宣
传喇叭，扬着鲜红的队伍旗帜，在乡间小
道、在田边地角，走村入户开展各项工作。

按照任务分配，队员骑着摩托车奔波
在金沙山林间进行防火巡逻，同时也将森
林草原防灭火政策和知识转译为群众易懂
易接受的傈僳语进行传达，确保人人知晓，
人人明白，人人支持。

队员们采用汉语和傈僳语结合的方
式，将党的政策和关怀宣传到家家户户。
此外，队员们还主动帮助农村困境妇女解
决难题；积极推进“树新风促振兴”暨妇女
儿童关爱提升三年行动；带领广大妇女群
众争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共同抵制高价
彩礼……

队伍成立以来，州县两级妇联积极引
导引领，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让队员们在
工作中收获成长。

“参加骑巡队以来，感觉眼界更开阔
了，做事情更有方向感和条理。”队员张琼
是一名具有13年党龄的党员，除了是骑巡
队队员，她还做着村里的公益性岗位。

“在奉献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这是
我们一以贯之坚持的方向。”女子骑巡队
队长莫色芷溦说，骑巡队最大的收获就是
在宣传和实践中实现了自我发展。

“我们现在成了金沙乃至这一片地区
的‘红人’，队员们都以自己是其中一员而
感到自豪。”莫色芷溦说，我们要继续努力，
成为金沙傈僳族群众信任的“女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玉林 发自昆明 3月27日，云南
省妇联十二届二次执委会在昆明召开。省委副书记石玉钢出
席并讲话，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农布央宗作工作报告。

石玉钢表示，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
和家庭以及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激发亿万妇女团结奋斗、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要团结带
领广大妇女紧扣时代主题奋勇前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
智慧力量。他表示，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凝心铸魂，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维护妇女领域政治安全。要坚定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激发妇女创新创造潜能和活力，在推进“三个定位”、落实

“3815”战略发展目标中发挥“半边天”作用。要把维权关爱和法
治教育做在平常，既要充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又要教育她们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要引导妇女做淳朴家风的塑造者、良好社风的
建设者，以好家风带动好社风。要深入践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
增强联系服务意识、主责主业意识、兜底保障意识，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提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动员广大
妇女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茹希佳/苏芙萱 发自南京 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的指示精神，更
好团结引领全省女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
向”，3月26日下午，2023年江苏省女科学家联盟学术交流分享
会在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举行。江苏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朱
劲松出席活动并讲话，南京工业大学校长蒋军成致辞，南京工业
大学副校长邢卫红主持，省妇联二级巡视员施郁佩参加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江苏省妇联立足职能，主动融入党管人才
工作大格局，围绕法规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实现“四个纳入”：
推动并实现了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展进步的条款纳入省委人才
工作意见，纳入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省妇联纳入省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纳入省委人才工作年度任务清单；围绕顶尖
女科学家培养发展，在全国首创设立“江苏青年女科学家”表彰
项目；围绕撬动用人主体作用，探索“五个一”试点攻坚，在女性
人才相对集中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园区、高科技企业、产业行
业等5类用人主体，推动出台务实管用、精准有效的政策意见、
举措办法。目前，已有32家用人主体出台，14位科创女性受
益，积极营造了女性科创人才脱颖而出、进展才华的良好环境。

江苏省女科学家联盟学术交流
分 享 会 在 南 京 举 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婷 发自沧州 为全面推动妇
联组织建设改革“强基增效”行动，进一步探索妇联团体会员作
用发挥机制，凝聚社会公益力量，3月27日，河北省沧州市新华
区首家居家安宁疗护巾帼志愿服务站正式揭牌成立。安宁疗
护学会、大运河爱心志愿服务协会、熙园社区三方代表签订志
愿服务合作协议。

新华区居家安宁疗护巾帼志愿服务是由新华区妇联联合区
民政局、卫健局发起，整合安宁疗护学会、大运河爱心志愿服务协
会两家团体会员资源，依托东环中街街道熙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打造的新华区首家社区居家安宁巾帼志愿服务站。通过“送
医上门”的方式，安宁疗护巾帼志愿服务定期为辖区有需求的妇
女群众和家庭提供安宁疗护、健康教育、困境帮扶等志愿服务，致
力于提高社区居家高龄、失能失智、肿瘤及慢病晚期出行困难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死亡质量，积极构建“社区+安宁疗护+志愿服
务”医疗协作服务体系，助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
息 近日，由湖南省妇联、省
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总工
会、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湖南
省第二届育婴员、保育师职
业技能竞赛在娄底落下帷
幕，比赛结果正式揭晓。

此次比赛采用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考评方式。来自
全省14个市州、院校、行业
的近200名选手经过两天的
激烈角逐，最终，徐玲、李晶
获得育婴员赛项的特等奖，
汪慧、伍雯星获得保育师赛
项的特等奖，熊小佳等8人
获一等奖，朱唯等24人获二
等奖，秦敏等 32人获三等
奖。大赛同时评选出7个市
州组织奖、14 个院校组织
奖、9个市州优秀组织奖、12
个院校优秀组织奖。

在本次比赛中获得特等
奖且符合条件的选手，由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

“湖南省技术能手”，由省总
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由共青团省委授予“青年岗
位能手”称号，由省妇联授予

“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据了解，近年来，湖南全

省妇联举办家政职业技能培
训3100多期，培训妇女12.5
万人次。相比2021年举办
的育婴员、保育员职业技能
竞赛，今年大赛选手素质素
养、技能水平明显有所提
升。大赛还特别发布了
2023年“湘女姐姐”家庭服
务联盟专项研究课题，目前

“湘女姐姐”被写入湖南省就业和农民工工
作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
2023年就业工作要点。

湖南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在颁奖现
场表示，此次比赛将助力家庭服务业提
质扩容，让更多的妇女创业就业增加收
入，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专业服务，育婴
保育行业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推动普惠托
育供给，让三孩生育政策落地有保障。

据悉，“湘女姐姐”家庭服务联盟将聘
请在此次竞赛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的12
位选手作为产业导师。 （邵伟）

3月25日，大学生党员志愿者在贵州省黔西市文峰街道塔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带领孩子们揉面做清明粑。近年来，黔西市文峰街
道妇联，利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社区课堂，由社区妇联主任和大学生党员志愿者组织社区里的留守孩子，进行手工制作、阅读欣赏、
下棋、绘画、游戏等，让孩子们感受社会的温暖，健康成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文 周训超/摄）

（上接1版）截止到目前，“敲门嫂”微信小
程序共注册“敲门嫂”452名，累计接单
11379次、服务群众时长27915小时，助推
社区治理更高效、服务更精细。

渝水区妇联还紧盯敲门志愿服务中常
遇到的矛盾问题，组织“敲门嫂”志愿者开
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及心理健康咨询技能
提升培训，先后举办培训活动20余场，培
训“敲门嫂”2000余人次，“敲门嫂”巾帼志
愿者的家庭矛盾纠纷调解技能显著提升，
服务群众的能力本领进一步提高。

“敲门嫂”微信小程序让敲门志愿服务
进入线上线下双线模式，整合了资源，推进
民生直达，实现了“敲门嫂”志愿服务从多
线“碎片化”到整合“一体化”转变，使志愿
服务活动充满新时代气息，实现了志愿服
务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无缝衔接，让广大群
众切实感受到从“脚尖”到“指尖”的便利，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提
升了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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