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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妇女就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压舱石”
湖北通山多措并举推进妇女发展工作

送岗位，送技能，送信息……近年来，通山县妇联把帮助妇女就业作为
妇女发展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拓宽就业渠道，加强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帮
助无业失业妇女实现充分就业，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找到了有分量的“压
舱石”

河北石家庄长安区人民
法院、区妇联共学民法典

捉疵两万个，不让一个“疵点纱”流入下道工序
——一个三八红旗集体炼成记

好家风引来好媳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苏建军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纸坊镇中山寨村，每年举办的颁
奖活动是村民的一件大喜事：表彰优秀党员、好婆婆、好媳
妇,村民代表们依次上台领奖。在中山寨村里，好婆婆好媳
妇越评越多，村里的风气也越来越好。

现在村里大部分村民是妇女，如何来搞好村风？几年
来，平顶山市纸坊镇中山寨村以系列评选活动为载体，持续
组织开展“五好家庭”和“好媳妇”“好婆婆”“好子女”“最美家
庭”等道德模范创评活动，让村民评身边人，评身边事，培养
和树立各类先进榜样典型，并在村务公开栏、微信群等载体
进行宣传展示，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以良好的家风带动
乡风民风。同时，在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广场上集中规划出一
片荣誉林，让获得各种荣誉的村民种上桂花、红枫、紫玉兰等
具有象征意义的荣誉树。截至目前，全村共有“五好家庭”18
户，“好婆婆”66人，“好媳妇”70人，“好子女”10人，“最美
家庭”4户，“德善之家”13户，“人人争当最美人物，户户争创
最美家庭，携手共筑最美乡村”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全村文明
之风蔚然形成。

同时，平顶山市纸坊镇中山寨村坚持以党建为统领，以
“法治”“德治”“自治”为引领，以“村容整洁环境美”“品德高
尚心灵美”“乡风文明风尚美”“精神充实生活美”为重点，在
做强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广泛开展群众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全村呈现出社会治安稳定、村民遵纪守法、和睦
相处、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自2017年4月以来，先后荣获

“全国绿色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河南平顶山中山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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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郭君 徐新

“这几年我带着姐姐不断学习提高，
从一家家现代工厂学技术、长技艺。如
今，在家门口产业园上班特别方便。作
为技术骨干，我和姐姐每人月工资挣到
6000元以上，还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真
的好得不能再好了。”3月18日，来自新
疆伊宁县一家产业园的阿依努·依力江
兴奋地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她
带着姐姐阿斯古丽·依力江及许多姐妹
一起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的成长经历。

室外冰雪消融，春正到来，位于伊宁
市产业园区车间内，热气腾腾，在各个岗
位，女员工们在流水线上来回穿梭，紧盯
岗位机器运行的情况，双手不时飞快地
处理着业务。

带着姐姐勇敢走出家门
“打小我就有主意，初中毕业时，我

就出门打工，后来带着姐姐一起出去打
工。那时候妈妈生病，靠爸爸一人种菜
卖菜赚钱养家。我们姐弟4个，负担太
重，我就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已经作
为技术骨干的阿依努说。

2012年，阿依努初中毕业后去了奎
屯市一家现代化工厂打工。半年后，因
为身子弱回到了家乡。后来，她又先后
到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多家现
代化工厂工作。直到2016年，她以熟练
工的身份再次应聘到石河子市的一家工
厂打工，工资待遇好，生活稳定了下来。
2017年，她把高中毕业的姐姐阿斯古丽
也带过去。从此，姐妹俩一起在外打工。

石河子距离伊犁河谷近600公里，
姐妹俩每到过节时才能回家，平时照顾
不到父母，虽然待遇好，但心中总有缺
憾。忙碌工作之余，她们只能和家人通
过视频倾诉思念之情。

2019年12月，伊犁一家科技有限
公司正式入驻伊宁县产业园，第一批
102台机器进行调试安装。姐妹俩得知
后，开始期盼着公司能早日招工。2020
年5月，姐妹俩如愿以偿进入公司。

“我们俩都是技术工，每人每月有六
七千元工资，离家近，每周可以乘车回家
看家人。”阿斯古丽说父母也让她们好好
干，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

“要拿高工资，肯定要付出辛勤的汗
水。”如今，阿依努和姐姐都是公司的骨
干。她们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爸妈坐
飞机去海南三亚玩一次。

“我还要攒钱买车，还要让爸妈住上
市里的楼房。”阿斯古丽笑着说。“那是!
那是!好好工作多挣钱，我们的日子也会
越来越好。”妹妹阿依努接着姐姐的话
说。

援疆带来产业致富集群效应
伊犁当地无数从农家走出的姐妹，

学会技艺的同时在现代化工厂就业致
富，离不开援疆资金和干部的用心付
出。

2017年，江苏南通援疆工作组和伊宁县各族干部群众，
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咬紧牙关，全力推进工业园区的
规划、建设、招商、招工、培训、运营等工作，在一片荒地上成功
建起了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伊宁县产业区”。

在江苏南通援疆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
力下，产业招商彰显磁场效应。2020 年以来，全国各地的
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先后来到伊宁县产业区考察
洽谈，新疆大漠传奇家居用品公司、伊犁苏通体育用品公
司、伊犁荣顺劳保科技用品公司等纷纷签约投产，抢滩产业
区。

“我们南通工作组紧紧围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坚持产业援疆与就业援疆相结合，确定了‘为受援地培
育一个优势产业’的工作目标，借助南通成熟产业链的现实优
势，突出‘打造大平台、发展大产业、推进大就业、实现大稳定’
的工作思路，着力打造了一个强县富民的‘产业区’，在实现全
县工业经济华丽转身的同时，让众多贫困家庭过上小康生
活。”对于产业援疆，伊宁县委副书记、南通援疆工作组组长张
华掷地有声地说。

2017年8月，经过集中培训的首批1805名员工走进产业
园，产业园区开始焕发出蓬勃生机。经过3年多的发展，伊宁
县产业区已经引进企业近20家，吸引了当地各族群众5000
余人就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李曦
发自济宁 周六下午的山东省济宁市任
城区琵琶山社区家长学校里热闹非凡。

“家长朋友们，谁能告诉我家庭幸福的秘
密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创造美满和
谐的‘家庭能量场’？”伴随着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海燕
老师的提问，琵琶山社区家长、社区工作
人员纷纷展开讨论。

张海燕说：“当我从妇联领导手中接
过‘第一校长’的聘书时，感到身上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我觉得这张聘书承载着
妇联对家庭教育讲师的期待，更承载着
对济宁家庭教育的责任担当。”

为发挥好城乡社区家长学校指导和
服务社区家庭教育主阵地作用，济宁市
妇联今年分阶段重点扶持创建一批专业
性强、社会效益好、示范引导性强的家庭
教育示范点，聘任一批社区家长学校“第
一校长”，首批面向试点县区优选10位
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第一校
长”，并将逐步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婷 发
自石家庄“通过这次法官结合审案和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适用的各类情况
总结，让妇联干部们‘亲眼看到’法官是
怎样把一个个法律条款有条理、清晰地
适用到一件件事上，为以后帮助妇女维
权会起到很大促进作用。”长安区妇联副
主席张凌说。3月12日起每周五，石家
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区妇联组织面对
面逐条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法官主要结合审判实践，讲述
条款运用、分析案例和解疑答惑；妇联干
部主要是听讲、做笔记和在实践当中遇
到各类问题进行提问。

据悉，石家庄长安区人民法院、区妇
联还会采取这种“共学”形式，组织未成
年人保护等法律方面的学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茹希佳 发自
常州 近日，由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妇联
主办、常高新集团妇联协办、常高新综合
第一党支部承办的“传承红色家风 涵养
初心使命”道德讲堂活动在新北区孟河镇
恽代英纪念广场举办。此次活动是新北
区利用道德讲堂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第一课，也是常高新集团自去年获评全
国文明单位以来，围绕建党100周年主
线，用好道德讲堂传播主阵地，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又
一项创新举措。

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家、教育
家，中国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常
州新北区孟河镇石桥恽家村，是恽代英同
志的祖居地。他主稿的团中央、党中央的

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红旗》等培育和影
响了无数革命者。

今年是恽代英同志英勇就义 90周
年，在活动的“学模范”环节，特别邀请了
常州恽氏第73世，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
恽爽做了红色家风的分享。

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恽爽为
参会人员讲述了恽代英同志的生平事迹
和革命历程，共同缅怀了这位文韬武略、
开拓创新的革命先锋；精忠报国、信仰坚
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砺身守正、有情有义
的大丈夫。并从“勇争一流、耻为二手”常
州精神的由来，号召大家从革命先辈的优
良传统和红色家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新北区妇联主席陆霞告诉记者，下一
步，各级妇联组织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家庭、家教和家风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联
合联动社会各方力量，整合妇联系统工作
资源，汇聚推进家庭工作的合力、把服务
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家庭的工作落细落实，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活动中，新北区“最美家庭联盟”正式
成立。来自常高新集团综合第一党支部
的全体党员在恽代英同志雕像前举行了
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共同追忆入
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来自新北区级机关、直属妇联、各镇
街道妇联，新北区“最美家庭联盟”成员代
表，常高新集团党员代表近100余人相聚
在恽代英同志的雕像前，聆听恽代英同志
光辉事迹，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传承并发
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家风精神。

/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妇联组织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开发开发1515条红色文化路线条红色文化路线启动启动““玉兰姐姐玉兰姐姐””讲党史讲党史

党史学习首进道德讲堂红色家风涵养初心使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傅华平 杨发红

3月的云南保山乍暖还寒，走进恒丰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细纱车间却是热浪扑面。

隆隆机声中，女工们或专注巡视，或熟
练操作。上下翻飞的手指，是速度也是质
量，是技术能力的体现，也是千万次枯燥实
操后的精彩呈现。

翻开细纱丙班的荣誉簿，一项项荣誉跃
入眼帘：公司“先进班组”、公司季度“安全生
产优秀轮班”、集团“优秀基层班组”、集团

“巾帼标兵岗”、云南省三八红旗集体、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岗”……

技术过硬成标兵
“细纱丙班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42

位班组成员中，有38位是女性。针对班中
青年人及女性较多的特点，厂里率先组织开
展了‘巾帼建功文明岗’等活动，由班中团
员、优级操作手与基层员工结成帮教对子，
以先进带后进、团员带群众。”恒丰纺织公司
妇联主席肖燕说。

“无论什么样的活动，最终都要落实到
我们的岗位工作中。”周国婷说。眼前这位
身材瘦小，不善言辞的班长在工作却是说一
不二、雷厉风行，是丙班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24小时高速运转的机车面前，安全生产
是首要要求。“我的安全我负责，你的安全我有
责。”这个厂里提出来的安全口号，在周国婷这
里变成了班前会上的反复叮嘱、巡回检查中的
一丝不苟、违章违纪倾向的及时纠正……作为
丙班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周国婷知道，这不只
是一个口号，这是企业的生命线。

质量是企业的生存之本。2020年，细纱
丙班全年完成捉疵20005个，没有一个疵点
纱在本班组流入下道工序。有了安全、质量
与速度的保证，2020年，细纱丙班生产的
2283吨成纱，因各项指标稳定，全年无任何
客户反馈、投诉，保证了班组的产品质量及企
业信誉。

团队协作聚人心
“班里获得的荣誉，我会告知所有人，

因为荣誉属于丙班的每位成员。”周国婷
说。

每年正月十五过后，是新人进厂的高
峰期，也是班长周国婷，王艳涛、李晓梅等
岗位能手承担传帮带任务的重要时段。

“分到丙班的新人会觉得很荣幸，但压
力也会更大些，我们会鼓励新人向老员工
看齐，带好她们，不让一位班组成员掉
队。”周国婷说。

换纱、接头、落纱，周而复始的动作，枯
燥而乏味，高温难耐，指头划破，总有人因
为无法坚持而放弃，但也有人突破自我坚
持了下来。“当年也是老员工帮助我们挺过
来的，现在，轮到我们鼓励新员工。”李晓
梅笑着说。

“班组成员大多是农民，农村礼节多，
班里哪家有红白喜事，班组成员都会主动
帮忙。即使是刚刚下夜班已经很累了，大
家也不会有怨言，依然会相约前去帮忙。”
周国婷说。

班组成员庄应仙的老公2020年年初去
世。丧夫之痛与要照顾两个孩子的压力让
她一度情绪低落。班组成员就悉心照顾她
的情绪，主动帮她打饭、帮她照看机台、陪她
聊天，帮助她走出低迷。

“娘家人”守护助成长
“丙班诸多荣誉的获得，是因为班组全

体女工的共同努力，也得益于公司妇联组织
的大力支持。”周国婷说。

“全厂350名员工有80%是女性员工，
女性是公司的主力军。作为保山企业中最
先设立妇联组织的企业，我们恒丰纺织妇联
以‘服务大局、服务企业、服务妇女’作为开
展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切实维护妇女职
工的合法权益。”肖燕说。

在切实维护妇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过程
中，公司成立了女工驿站，免费为女工提供
心理咨询、普法宣传、生殖健康教育、婚姻辅
导、子女教育、职业规划和技能培训，为在职
孕期妇女提供休息场所，为在职哺乳期的母
亲提供喂奶的场所；

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深入恒丰纺织
公司调研的保山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朱光
亮充分肯定了恒丰纺织公司妇联组织的工
作，为像细纱丙班这样的团队成长创造了条
件，鼓励她们继续当好女工“娘家人”，为保
山的建设和发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

山东济宁“第一校长”
开辟家庭教育新路径 广东东莞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没有朝九晚五，更没有“996”，在湖北通
山县星火原实业有限公司组装车间，有7条
生产线上的女工工作时间是上午8时10分
上班，下午3时50分下班。

“每天7个小时，上午送完孩子到车间，
下午下班还能接孩子回家，这个工作时间真
的很人性化。”31岁的成艳芳表示。成艳芳
家住通山县城里，10岁的儿子上小学。3月
3日，经妇联组织介绍，她来到这里上班。

车间副主管周爱华介绍，这是公司专门
为吸引留守妇女灵活就业打造的“宝妈
线”。1条线20多名工人，有150多名“宝
妈”在这里工作。这样的工作时间设定，正
是为了这些“宝妈”在这里工作时也不耽误
照顾家人，同时大大缓解了企业的用工荒。

记者了解到，“宝妈线”是在通山县妇
联的帮助下设立的。2020年3月，疫情刚
刚过去，通山在咸宁市率先转为低风险地
区，然而，尽管当地企业用工需求旺盛，县
妇联也大力宣传力促妇女就业，很多妇女
姐妹还是选择外出务工。经过调研，妇联
发现，居然是工业园区严格的打卡制度导
致“宝妈”们不愿在本地就业，因为考勤太
严格，导致她们无法兼顾家庭，也不能像外

出务工那样多挣钱。针对这一现状，县妇
联多次找到女工较多的企业负责人，提出
设立灵活安排上班时间的“宝妈”专线的想
法，得到企业的大力支持，星火原实业有限
公司便一口气把组装车间里的7条生产线
改成了“宝妈”专线。随后，通山各级妇联
组织通过和企业对接，多条“宝妈专线”相
继设立，既解决了妇女就业问题，又帮助企
业解决了用工难题，1000多名妇女在通山
工业园区内实现了灵活就业。

送岗位，送技能，送信息……近年来，通
山县妇联把帮助妇女就业作为妇女发展工
作的重要抓手，通过拓宽就业渠道，加强技
能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无业失业妇女实现
充分就业，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找到了有
分量的“压舱石”。

除了设立宝妈线，通山县妇联还积极对
接该县女致富能手，引导她们为妇女群众送

去更多工作岗位，让妇女姐妹能够在家门口
就业。大路乡塘下村妇联执委郑玉保放弃
高薪回乡创办手包制作工坊后，为附近30
余名妇女姐妹提供了工作岗位。为了方便
工坊员工带孩子，塘下村妇联还在工坊里建
起了儿童之家，开辟了儿童乐园。“虽然挣得
没有之前在外地多，但现在工作时间灵活，
能照料家人，感觉挺开心的。”一名返乡妈妈
开心地表示。据介绍，通山县依托女致富能
手，共为千余名妇女解决了工作岗位。

为了增强妇女就业能力，通山县妇联把
提高妇女劳动技能作为重点，通过与多家技
能培训学校合作，开展了家政月嫂、手工刺
绣、电脑等一系列培训活动,帮助妇女获得
就业的金钥匙。

在位于通山县通羊镇的高薪职业培训
学校，春节之后的第一期育婴师培训班已经
于3月8日开课，每天6小时课时，为期1个

月。学校负责人、通山县妇联执委徐美玲介
绍，培训班学员都是通过当地妇联组织联系
的，培训费用由人社部门支付。培训结束
后，学员们将通过考核获得初级育婴师职业
资格证，由服务中心推荐就业。培训中心去
年共办了8期月嫂班，就业率高达80%以
上，在本地就业的工资都能达到6000元左
右，在外地就业的工资能达到1万元左右甚
至更高。如今，因为口碑不错，通山月嫂已
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此外，在通山，妇联组织发布的招工和
培训信息，也已经成为当地妇女获得就业资
讯的重要和可靠渠道。县妇联通过与县人
社部门和培训机构的沟通合作，及时收集整
理县内企业的用工信息和培训招生信息，通
过微信公众号、各级妇联微信群、QQ群等平
台及时向广大妇女发送。有意向参加培训
的可直接与培训学校对接学习事宜，村里学
员较多达到开班条件的，培训学校还可直接
送课下乡。据美霖月嫂培训服务中心负责
人介绍，她们的招生信息多年来经历了三个
变迁：花钱在当地“包砣网”发布——口碑流
传宣传——妇联帮忙宣传，现在则主要依靠
妇联渠道的招生。通过妇联发布的职业培
训信息，招生效率更高，学习效果更好，参训
人员的就业率也更高。

江苏新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林志文/陆
军 发自东莞 为引导广大妇女干部群众
和家庭深入学习百年党史，广东东莞市妇
联深入挖掘本地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
化、美丽幸福乡村路线，启动“玉兰姐姐”
妇联执委讲党史。近日，在美丽的东莞滨
海湾青创广场，市妇联联合滨海湾新区、
市文明办、市文广旅体局，正式启动东莞
市“玉兰姐姐”妇联执委讲党史，通过把东
莞红色资源发掘好、把红色故事讲述好、
把妇联执委发挥好，让广大妇女干部和群
众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夯实听党话、颂
党恩、跟党走的信念信心，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据介绍，东莞市妇联在全市开发了
15条红色文化、美丽幸福乡村路线，组织

“玉兰姐姐”妇联执委讲好红色故事，带
动和引领广大妇女群众坚定红色信仰。
15条红色研学路线覆盖全市各片区，凸
显当地的红色文化及乡村振兴成果。其

中包括位于常平、茶山、石碣、莞城、桥
头、凤岗、虎门、大岭山的8条红色文化路
线，以及位于横沥、万江、谢岗、寮步、麻
涌、松山湖、滨海湾的7条美丽幸福乡村
路线。

启动仪式现场，妇联执委代表推介了
红色文化大岭山线和茶山线、代表东莞未
来城市形象标杆的建设水平滨海湾线、

“亦城亦乡”现代田园都市万江线等4条
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美丽幸福乡村的
研学路线。

“这是一个拥有红色革命基因的村
落，当年寒溪水畔的渡口，就是传播革命
文化的地方。”东莞市茶山镇妇联执委、寒
溪水村妇联主席何凤葵向大家推介穿梭
在红色村、孝德村，感受茶山红色文化与
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路线——广东省家
庭文明示范点茶山寒溪水、广东省家教家
风实践基地南社明清古村落路线。“今天，
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

址和大岭山图书馆红色书屋。大岭山抗
日根据地旧址是华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
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抗日旧
址。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东江纵队各个发
展时期的重要活动地，是东江抗日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岭山镇妇联主席叶
淑帆在现场为大岭山镇的红色文化线路

“打Call”。红色文化大岭山线是东莞经
典的红色线路，路线从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旧址开始，带领妇女群众重温那段血与火
交织的战斗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英勇奋战
的光辉历史，再到大岭山图书馆红色书
屋，品读红色经典著作，感受红色文化魅
力。

东莞市妇联主席黄伟青表示：“本次
活动充分利用东莞的红色资源，请我们各
行各业的妇联执委来讲一讲中共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
带领妇女群众学党史明理、学党史增信、
学党史崇德、学党史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