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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机制层面回应妇女儿童关切

在编制云南“十四五”规划中应充分考虑男女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儿童的
特殊利益，针对云南妇女儿童发展的重点难点，从“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保障儿童
优先发展”“支持家庭发展”三个领域，进一步完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并纳入“十四五”专项规划，上下联动，共同发力，形成政策组合拳。

云南省政协委员农布央宗建议

“把爱带回家”
甘肃省各级妇联在行动

2020年第四季度
“首都最美家庭”榜单发布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周玉林

1月27日，云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举行中共、经济、工商联、教育、医卫、总工会、
社科、共青团、妇联、青联、宗教、特邀界别联
组协商会，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云南省“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协
商讨论、建言献策。云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王予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当日，云南省政协委员、省妇联副主席农
布央宗在发言中建议，将妇女儿童发展和家
庭建设相关内容纳入云南省“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在党的领导下，我省妇女儿童事业取得
了巨大成就，但对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对标高质量
发展要求，我省还存在一些损害妇女儿童权
益、拐卖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早婚早育、侵害
妇女财产和土地权益等问题。妇女儿童卫生
保健服务水平偏低，妇女教育整体水平不高
且发展不平衡，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依然存在，未成年人的保护面临新挑战。”农
布央宗说，这些事关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需
要从法规政策等制度机制、编制规划层面上
进行回应，需要我们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
期内逐步破解、补齐短板、协调发展。

将妇儿发展等纳入“十四五”规划
鉴于此，农布央宗建议，在编制云南“十

四五”规划中有效衔接，并充分考虑男女两性
的现实差异和妇女儿童的特殊利益，针对云
南妇女儿童发展的重点难点，从“促进妇女
全面发展”“保障儿童优先发展”“支持家庭
发展”三个领域，进一步完善“十四五”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并纳入“十四
五”专项规划，上下联动，共同发力，形成政策
组合拳。特别是教育、卫生健康、民政、人社
等部门的规划制定当中，把妇女儿童发展和
家庭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纳入各专项规划，
确保妇女儿童发展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使
占人口三分之二比例的妇女儿童在共建共享
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拓宽妇女就业渠道，消除就业性别歧
视，实施妇女创业工程，建立项目资金、技能
培训等政策保障机制，支持妇女从事民族手
工艺等旅游产品开发，促进更多的妇女居家
灵活就业，增强增收致富能力。”农布央宗在
建议中说，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
法犯罪行为。加大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执法检查力度，

加强对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涉及妇女儿童
权益条款的监督检查和清理整顿，保障农村
妇女在土地权益、集体经济分配等方面与男
子的平等权益。建立妇女享有全生命周期健
康的管理、服务和保障体系。重点建立城乡
生育补贴制度，增强妇女保障能力，提升生育
质量和水平。

补短板强弱项，缩小城乡群
体差距

在保障儿童优先发展方面，农布央宗建
议，全面贯彻落实儿童优先原则，建立和完善
促进儿童优先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
保障资源配置对儿童基本需求的高度优先，
补短板，强弱项，缩小儿童发展的城乡区域群
体差距，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
的权利。

她还建议，加强对留守、流动、残疾等特殊
儿童保护和关爱救助。优化儿童发展环境，加
大和提高城乡儿童之家建设力度和建设水平，
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社区。健全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综合治理机制，严厉打击危害儿
童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制度上加强残疾
儿童康复机构的建设，推动在公立医院开展
残疾儿童康复工作，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残疾儿童康复，支持民办特殊教育机构发展，
有效解决供需矛盾。”农布央宗建议，加大监
管，制定民办特殊儿童教育机构的准入标准，
完善帮扶残疾儿童、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

建立支持家庭发展政策法规
体系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要求，深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
工程’，建立和完善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法规
体系，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农布央宗在发言中
说，规范家庭教育从业准入制度，培养一批符
合当地特点的社会专业人才，通过家庭、学校、
社会的联动，推动全省家庭教育工作向规范
化、科学化发展。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加强家庭教育服务中心、
服务站点、信息化平台等建设。

此外，她建议，加快发展家政服务业，加
强项目扶持政策，提升家务劳动社会化水平，
扩大妇女就业人群，把家政服务业培育和发
展为云南重要产业。完善婚姻家庭纠纷预防
化解机制，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把家庭家教
家风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用好的家风支
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徐旭
发自北京 日前，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
文明办和北京市妇联共同主办的“与幸福
同行”——2020年寻找“首都最美家庭”活
动第四季度“首都最美家庭”榜单发布。
践行垃圾分类绿色环保生活的杨逸家庭、
主动报名参与援藏医疗工作的朱志峰家
庭、为家乡父老脱贫致富贡献力量的董世
杰家庭等50户家庭榜上有名。

据介绍，第四季度“首都最美家庭”评
选呈现出家庭类型多元化等特点，在展现
爱国爱家、夫妻和睦、孝老爱亲、科学教
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热心公益等家庭
美德的基础上，重点推选践行垃圾分类、
创建美丽庭院的绿色环保最美家庭，携手
奔小康的勤劳致富最美家庭，积极参与环
境整治提升等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
最美家庭，助力受援地区发展的援建干部
家庭等特色家庭。

据了解，2021年寻找“首都最美家庭”
活动继续以“月寻、季推、年选”的方式，常
态化、贯穿全年开展。每季度发布最美家
庭季度榜单，年底揭晓命名200户年度“首
都最美家庭”和“十大首都最美家庭”，并
通过电视台专栏、事迹宣讲、媒体张榜等
形式，宣传展示最美家庭故事，持续打造
最美家庭榜样，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家庭落地生根，以良好家风涵养社会文
明新风尚。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袁鹏 发
自兰州 为使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健康、
安全、温暖、幸福、充满爱的寒假，根据全国
妇联等11部门《关于开展“把爱带回家”
2021寒假儿童关爱服务“四送”活动的通
知》要求和甘肃省委关于开展“三下乡”活
动部署安排，依据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服
务活动工作机制，甘肃省各级妇联积极组
织开展“把爱带回家”儿童关爱服务“四送”
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爱和帮扶送到留守
和困境儿童身边。

日前，甘肃省妇联联合省教育厅、省
民政厅开展的2021年寒假儿童关爱服务
活动在甘南州碌曲县举行。活动为孩子
们送去了“恒爱行动”爱心毛衣，为家长们
发放了“家家幸福安康工程知识书包”。
活动中还开展了儿童安全知识进课堂活
动，通过交流互动、情景模拟、儿歌游戏相
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充分了解如何有效
预防校园暴力及如何保护自我等儿童安
全常识。

与此同时，甘肃省妇联号召全省各级妇
联组织及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把爱带回家”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四送”活动，通过送家风
故事、送家庭教育、送法治安全、送社会关爱
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儿童的良好氛
围，让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度过一个安全、
文明、祥和、温暖的假期。兰州市、嘉峪关、
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平凉、庆阳、定
西、酒泉、临夏、甘南、兰州市新区妇联等各
地妇联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亲子共成长”
家庭教育知识“微课堂”宣讲活动、以“温暖
假期·快乐成长”为主题的关爱儿童志愿服
务活动、“携手大学生义务支教·陪伴小朋友
快乐成长”的“快乐成长营”活动以及书法、
美术等兴趣班辅导等系列活动，在把关爱和
帮扶送到留守和困境儿童身边的同时，也丰
富了他们的假期生活。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高峰
□ 罗萌

“我们城北社区居民现在大多是易
地搬迁贫困户，还有孤寡老人、残疾人、
留守儿童等，我想尽我们‘两委’所能加
大对社区周边的扶贫车间、食品加工
厂、造纸厂等就业资源的宣传，吸引社
区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实现‘家门口’
就业，同时多发展年轻人充实我们的党
员队伍。”近日，年仅32岁的黄奎颖正式

“走马上任”城北社区易地搬迁点新一
届支书主任，她的就职演说也赢得了台
下干部群众的阵阵掌声。

1989年出生、有着本科学历的黄奎
颖，也是广西龙州县龙州镇最年轻、学
历最高的女支书主任。

在此之前，她是龙州镇政府的一名
政务专干，2019年，镇政府派她到城北
社区工作组开展工作。一年多的社区
工作经历，无数次的入户走访，让黄奎
颖对社区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更坚
定了她建设城北社区的决心。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启动后，黄奎颖辞去镇政
府的政务专干工作，参选社区“两委”，
最终成为社区新一任“当家人”。

截至1月28日，龙州镇圆满完成村
（社区）“两委”干部换届选举工作，全镇
21个村（社区）共选举产生10名女支书
主任，全部实现支书主任“一肩挑”；选
举产生女委员 51 名，占委员总数的
37.8％，比上一届选举增加了19名。女
性“两委”干部共 61 名，平均年龄 38
岁。她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是放弃高
薪返乡的助理工程师，有的是保家卫国
的退役军人，还有田间地头的致富能
人、大学学历的文化人等。现如今，她
们都成为群众的“暖心人”。

退役军人闭雯霞此次当选龙州镇康平社区支书主任，
谈及就任的感受，她坚定地说：“以前是一名军人保家卫
国，现在是社区支书主任服务群众，是不同意义上的‘保家
卫国’，肩上的担子更沉了，这是挑战也是动力，未来要团
结带领社区班子，做好社区工作，展现新时代下建设社区
的新担当、新作为！”

龙州县妇联负责人表示，在此次换届选举中，龙州镇
女性干部占比实现重大突破，将进一步激发妇女参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林志文 发自广州 1月29日，在全
国巾帼助农创业基地——广东东
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广
东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
台——2021迎春网络年货节广东
东西部消费帮扶专场暨“春暖万
家”巾帼助农产品进万家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活动由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省扶贫办、省妇联、省商务
厅、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主
办，从1月29日持续至2月5日，将
推出众多优质农产品及系列促销
优惠措施，一方面满足广大留粤过
年的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过个
平安幸福年，另一方面帮助全国的
巾帼农产品销售。

活动当天，现场举行全国巾帼
助农创业基地产品“进社区”签约、
广东省巾帼健康行动之“她健康粤
幸福”惠民项目合作签约、广东省
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签约，颁发巾帼助农产品“选品官”
绶带，并启动广东农产品“保供稳
价安心”数字平台——2021迎春网
络年货节广东东西部消费帮扶专
场暨“春暖万家”巾帼助农产品进

万家活动。
作为“春暖万家”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广

东省妇联除了依托全国巾帼助农创业基地做好
消费扶贫，还大力推进“创业创新巾帼行动”“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巾帼健康行动”等，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支持女性创业就业，关爱妇女健康。

2021迎春网络年货节是广东省促消费暨
“春暖万家”——广东巾帼助农产品进万家活动
的一场重头戏，期间，将推出众多优质农产品及
多重优惠措施，旨在让年货“触手可及”，让年味

“分毫不减”，让留粤过年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
购买到质优、价平的“家乡味道”年货。

据介绍，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网
将开设年货节专区，开展满减优惠活动；巾帼助
农产品消费特惠福利，交易网的“粤姐姐助农专
区”继续推介1000多种来自全国的“妇字号”农
产品，并提供70万元满减消费券。

据了解，“春暖万家”巾帼助农产品进万家

活动自元旦启动以来，各主办单位合力推
进，省农业农村厅将“春暖万家”纳入“广东
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2021
迎春网络年货节”系列活动。在省妇联的指
导和发动下，全省各地妇联纷纷推出巾帼助
农产品进万家相关活动。河源市妇联联合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深河E家”平台
举办“春暖万家”河源云端年货节。江门市
各级妇联积极参与2021江门迎春网络年货
节。清远市妇联将于2月2日主办“巾帼筑
梦 幸福花开”女性专场直播带货活动，向广
大市民展示女致富带头人风采，提供特色巾
帼优质农产品作年货推介。

广东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多种形式
的活动，一方面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着力
满足和丰富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让
更多的巾帼助农产品走进社区、走进直播
间，搭建消费桥梁，助力消费帮扶。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姚改改 发
自湖州 1月31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
甸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雷甸镇妇联、司法
所、成校联合开展“就地过年学技能”活动，为
留在本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开设插
花、烘焙、书法等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以此方式
喜迎春节。

书法教室里，孩子们和书法志愿者边老师
一起“迎新春写福字”。王宇小朋友和妈妈开
心地说：“福字代表着‘幸福’‘福气’，寄托了我
们对2021牛年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
愿。”

“我们全家来参加活动，不仅学会了插花、
制作当地传统糕点的技能，还收到了活动给我
们准备的美食。虽然没能返乡过年，但我们感
觉像在老家一样温暖。”家乡在福建三明市的
陈宛秋说道。

据了解，雷甸镇是拥有6万余名外来务工人

员的工业大镇，临近春节，为减少集中流动带来
的防疫隐患，当地政府出台多项暖心留人举措，
推出留岗红包、技能培训、年货礼包、文体健身
卡、景区门票等“大礼包”，鼓励外来员工留下过
年。

“就地过年学技能”活动一经推出，便大受
欢迎。目前已有500多人报名，出于疫情防控
需要，主办方将分批次开展。

“我们根据新居民学员的需求，采用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从提高生活品质与提升职业
素养两方面，开展‘留在德清过大年’活动。”雷
甸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潘晓利说。

活动共分为红红火火过大年、甜甜蜜蜜过
大年、温温暖暖过大年三个系列。从腊月十八
开始一直持续到农历辛丑年正月十五，根据时
间推进。成校培训室内实体活动与微信群图
文、短视频直播同步进行，让更多新居民朋友
自主参与，一起过有意义的中国年。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贾莹莹 发自沈阳 腊月已至，年味
渐浓，归心似箭的期待。为把党和
政府的温暖、社会各界的关爱及时
送到流动困境儿童、困境妇女家庭，
沈阳市和平区妇联因地制宜组织开
展“爱在和平，温暖迎春”暨“温暖战
疫情，把爱带回家”留辽过年系列行
动。

1月29日，和平区妇联走进浑
河湾街道砂山新村社区，妇联领导
班子带领5位执委妈妈将饱含妇联
人暖暖爱意的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品
赠送给流动困境儿童，叮嘱他们在
特殊的寒假生活中要坚持学习锻炼
两不误。同时为困境妇女送上了
米、油、鸡蛋等年货，让这些姐妹们
真切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浓浓关
爱。当日下午，全国最美家庭获得
者胡静琴、王义华分别走进困境流
动妇女家中，分享自己的家风家训
心得。区妇联还邀请南京一校德育
主任卢晓丹老师通过网络为全区流
动困境儿童教授了一节年味十足的
美工课。

据悉，从腊月初一起，和平区妇
联联合司法、公安部门共同走进外
来务工家庭讲解过年期间居家用
电、未成年人保护等法治安全知
识。另外，妇女儿童维权志愿团的
律师们也将在新春佳节期间为留辽
家庭免费开启咨询绿色通道，为留
辽家庭提供法律服务。

浙江
德清

广东

暖心就地过大年 各地妇联有实招

将妇女儿童发展和家庭建设相关内容纳入云南省“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务工人员就地过年学技能

“德清嫂”志愿者正在教外来务工人员学习插花技能。 谢尚国／摄

为困境妇儿
送温暖

巾帼助农产品进社区 留粤过年也能买到“家乡味”
（上接1版）

农旅文融合让好日子“花繁叶茂”
位于花茂村白泥组的“花茂人家”，是游客必打卡之地，

由返乡女青年张胜迪一手创办。2015年，看到习近平总书
记来花茂村视察的新闻，她激动不已，立即返乡，开始了一
段创业路程。

“之前我从事白酒产品研发、销售工作，也致力于酱香
文化创作推广，选择回乡创业，除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
更多人脱贫致富，还想传承‘古法造纸’的文化和技艺，讲述
花茂村的故事。”张胜迪说。

她创新思维，大胆尝试，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
“一张纸、一幅画、一盏灯、一瓶酒、一首歌”是“花茂人家”的
传家宝，其经营的花草纸壁画、雕塑品、编织品、花草纸桐油
伞等文创产品得到了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游客的喜爱和
赞赏。

距离“花茂人家”不远，“红色之家”农家乐生意也是红
红火火。“总书记来过以后，游客多了，收入增加了，日子也
越来越幸福，就像花茂一样实现了‘花繁叶茂’。”老板娘黄
国琴高兴地说。

“红色之家”是花茂村第一家农家乐，2013年创建初
期，每个月营业额5万余元。习近平总书记来过以后，黄国
琴夫妇扩大了经营规模，解决了当地14名村民的就业问
题。每天上午，黄国琴早早出门买菜，回来后便在厨房忙得
不亦乐乎，稍微有空时，还会义务为大家宣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帮助游客拍照。无论多忙，在她脸
上看到的总是像花儿一样灿烂的笑容。

为了让游客吃得更加放心，黄国琴已经计划在今年自
己种植蔬菜。“她就是我们家的女强人，管的事情非常多，做
事情很细心，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不仅帮我管理厨房、料
理杂事，还要帮忙照顾家人，其实她才是最辛苦的。”丈夫王
治强感激妻子的勤劳善良。

近年来，花茂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
走农旅文融合发展道路，打造了集红色、乡愁、高效农业、休
闲观光农业为一体的生态田园综合体，建设陶艺文化创意一
条街、古法造纸特色商品馆等文化传承基地，带动农户发展
乡村旅馆7家、特色农家乐13家、文化企业4家。2019年，
接待游客量达到197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亿元。

有声有色妇女工作赋能乡村治理
村民母光玉是农家乐的一名厨师，凭着她那会做农家

小菜的好手艺，吸引了很多客人，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
茶余饭后，她也闲不下来。

“中午大家吃了饭把腰鼓带过来练练。”“今晚7点，没
事我们都来练习新的舞蹈。”在村妇联的支持下，作为文艺
队队长的母光玉每天抽时间组织妇女姐妹们在“党群之家”
的广场上跳广场舞、打腰鼓。文艺队从起初的几个人发展
到现在的20人。每次花茂村开展大型活动，她都会组织姐
妹们排练节目，在活动中展示巾帼精神风貌。

“建设精神文明高地，文化花茂底蕴更厚”，这并不是一
句口号。彭龙芬说，花茂村的繁荣，妇女有很大的功劳，她
们不仅主动参与经济发展，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也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花茂村委会有五位女干部，工作之余，她们努力塑造
道德文化进步、现代文化活跃、乡土文化延承的乡村文
化。组织引领着关爱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等志愿服务活
动；组建起巾帼卫生保洁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保持花
茂村的一步一景。

近年来，花茂村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民讲习所等
平台，深化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传承红色基因，推进
移风易俗。2015年以来，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文体活动，评
选表彰好儿女、好公婆、五好家庭等家风先进典型30户、星
级文明户5户，充分发挥了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不断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事实上，遵义市妇联也一直以花茂村为典型示范点，组
织妇女代表参观学习，并在花茂村召开院坝会，指导各级妇
联开展农村妇女“持家、发展、家教”三项能力提升活动，引
导农村妇女改善家居环境、提升致富能力、重视家庭教育。
全市农村家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良好的家教、家风氛围正
在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