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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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塍格格”聚合力“解忧格子”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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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女女余留芬，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
岩博联村党委书记。20年间，将岩
博村集体资产从0元提升到7600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00元增
长到2.26万元，岩博酒业年产规模
达5000吨，产品销售网遍布全国23
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岩博村
实现了“家家住洋楼、户户都有车、
人人有钱赚、个个有活干”的美丽幸
福新农村愿景。

/ 人物小传 /

江苏张家港塍德社区探索“妇联+网格”治理新模式

“和姐”工作室将调解服务送到姐妹身边
湖南岳阳创新婚姻家庭调解工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天色渐晚，江苏张家港塍德社区“解忧格
子铺”里透着光亮，“安家小组”结束了一天的

“走亲”，大家围坐在一起，格子铺里不时传来
讨论的声音。“我走访时发现的那户单亲家
庭，通过我们轮流上门做工作，小朋友开朗了
许多，亲子关系缓和了不少，下周社区活动，
建议邀请他们也来参加。”说话的是网格员黄
晓霞，她是塍德社区“安家小组”的一员，经常
在网格内调解家庭矛盾纠纷，大家亲切地称
她为“亲塍格格”。像黄晓霞这样的“亲塍格
格”在塍德社区还有很多，每月的第一个星期
四，是“亲塍格格”们固定的“解忧夜谈”，大家
聚在一起分享“走亲”经验，讨论“走亲”难题，
社区的“解忧格子铺”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
味。

“解忧格子铺”探索社区治理
新路径

2020年，塍德社区打造“解忧格子铺”，
为居民提供了一个集倾听民声、收集民情、
便民利民的网格化阵地。“安家工程”启动
以来，社区妇联主席沈辰萌发了将“解忧格
子铺”打造成为开展“走亲”行动、收集妇儿
舆情、推进共商共议、调解矛盾纠纷的开放
型妇联阵地。“行动派”的她立马拉上社区

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楼道长等热心社区
工作的群体“入伙”，在社区每个网格组建5
人以上的“安家小组”，为她们取了一个亲
切的名字—“亲塍格格”，就这样，“亲塍格
格”服务队伍就此诞生。

平日里，“亲塍格格”们在社区内开展“走
亲”行动，小小格子铺成了他们的“落脚点”和

“加油站”，“格格”们定期在“格子铺”分享经
验、说事议事、情景模拟，为提升调解、服务能
力下了不少功夫。为更好地开展“走亲”活
动，社区巧用心思，让“一张卡”实现走亲“一
条龙”。走亲时发卡、有问题联系、服务后反
馈，“亲塍卡”上不仅有“亲塍格格”队伍介绍、
服务内容、联系方式，还能“一键”预约社区妇
联活动、反馈服务评价，把“娘家人”的贴心服
务延伸到网格中。

“管家团”助力安家“三连线”
“走亲”行动一开展就收到了不少居民求

助，可区区几个“格格”，如何能解决网格内上
千户家庭的问题？如果有些问题光靠“走亲”
发现不了怎么办？这成了“安家小组”的难
题。这时，社区“解忧管家团”进入了“安家小
组”的视线。

塍德社区是拆迁安置小区，社区内有很
多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退役老兵、社区
律师等得民心、有威望的能人骨干，分布在
社区的各个楼道，经常会发现问题、调解问
题。久而久之，他们就像社区管家一样，成
了反映居民需求、帮助社区管理的重要帮
手，于是“解忧管家团”应运而生。他们在

“解忧格子铺”每天定时轮岗，收集民情民
意，一张张“社情民意三联单”成了他们的工
作日志，通过“居民点单、管家接单、组织派
单”实现了“服务三连线”。一旦接到家庭矛
盾需要调解，管家团立即接单报告社区，社
区以派单形式联系“安家小组”及时调解；

“安家小组”在“走亲”过程中遇到的急事、难

事也会邀请“管家团”群商群策，共商共议，
必要时请“管家”出马，有时还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如有“悄悄话”不便当面反映的，
居民也可以通过“格子铺”外的“解忧信箱”
投递需求，“管家团”在接单后第一时间处
理，切实做到“解忧无死角”。

“别看这小小格子铺，作用可是发挥得大
大的哩。真的要谢谢你们，经过你们调解之
后，我和儿媳妇关系好了不少，平常也说说心
里话了，自己心情也舒畅了！”社区居民王阿
姨说。

“格格花开”传递社区关爱
“幸福家”

为深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安家”工
程，今年，塍德社区妇联实施“格格花开·幸
福家”巾帼服务进网格项目，以“爱筑小家”

“互学齐家”“幸福大家”为主要抓手，开展
晒家风家训、网格PK赛、解忧夜市等主题
活动，将“安家小组”的暖心服务与基层社
区治理相融合，充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区妇联
协同多方资源，挖掘优秀家庭典型，以小家
带动大家进而引导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
尚，真正实现了以家的“立方”行动，传递爱
的“次方”温暖。

2020年，塍德社区打造“解忧格子铺”，为居民提供了一个集倾听民声、
收集民情、便民利民的网格化阵地。“安家工程”启动以来，社区妇联主席沈辰
萌发了将“解忧格子铺”打造成为开展“走亲”行动、收集妇儿舆情、推进共商
共议、调解矛盾纠纷的开放型妇联阵地。

□ 邵伟
□ 孙丽芳

“和姐”在湖南岳阳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
字。“和姐”取谐音“和解”，这个当下火得一塌
糊涂的“谐音梗”，是岳阳市妇联几年前就想到
的创意。为了让这项工作真正走近群众、为人
熟知，就得起一个方便群众记住的名字，于是

“和姐”应运而生。
从2018年12月7日全市首个婚姻家庭

纠纷人民调解服务站——“和姐”工作室在南
湖街道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这个接地
气的品牌，聚集了众多妇女姐妹的“人气”。

第一家“和姐”工作室挂牌
自2018年12月7日上午，“和姐”工作室

挂牌成立至今，由30余名法律工作者和20余
名心理咨询师组成的调解队伍，实行轮流值
班，采取“居民来、自己去”相结合的方式提供
咨询、指导服务，免费向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姻

家庭纠纷调解、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咨询指导。
居民林女士在她上门咨询了14次之后，

特意送来了一盒茶叶给“和姐”工作室的工作
人员，感谢她们线下耐心倾听，线上经常陪伴
她聊天、纾解压力。“这里就像是我的家，我什
么都可以说，让我很放松！”居民张女士多次前
来咨询情感困惑后说。和张女士有着同样感
受的居民并不在少数。

“当好娘家人，才能做好引路人，我们希望
解决姐妹们的烦心事，有好心情，过上好生
活。”岳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亚丹说，曾
经很多人认为家长里短、夫妻矛盾、邻里纠纷
不是事，实际上，这些小事能否解决好，关系着
社会稳定。岳阳市妇联非常重视妇女维权和
家庭和谐这些基础工作的开展，从南湖新区开
始第一家试点，创建一个新思路，将调解服务
送到群众身边去。

打造市级“和姐网络图”
2020年1月8日，岳阳楼区首个“和姐”婚

姻调解工作室在大屋社区正式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岳阳城区的“和姐”工作室遍地开
花。

在梅溪社区的“和姐”工作室，今年38岁
的居民陈女士（化名）倾诉了自己的“中年危
机”——丈夫在外地打工很少关心自己，自己
不但要照顾一家老小，上班还很远，每天都很
疲惫，她感觉自己要崩溃了。“和姐”工作室的
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胡龄兮从心理上宽慰
她，并积极帮她与丈夫、儿子沟通，获得理解和
支持，并通过各方面的力量帮她寻找一份离家
更近的工作。

“有烦心事、有困难事，就找‘和姐’！”陈女
士说，她很感动，“和姐”给了她全方位的支持。

东升社区、运通街社区、花果畈社区……
一家家“和姐”工作室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了基
层妇女群众的身边。

细致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在妇女工作中做到用心使好“绣花针”，才

能尽显“绣花情”。“绣花”功夫的关键在于精
细，要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如何宣传和
推介好“和姐”工作室，岳阳市各级妇联上上下
下更是花了不少心思。

“‘和姐’工作室的位置大多在办公楼里，
有的居民可能不愿意透露隐私，或者害怕遇到
熟人。对有各种顾虑不能上门的，居民可以很
方便地找到‘和姐’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进行咨
询求助，也可以预约‘和姐’上门进行调解。”岳
阳市妇联副主席练伟介绍。

据了解，“和姐”工作室作为妇联多年来精
心打造的婚调品牌，充分发挥了群团组织改革
的力量，在岳阳大城区运行以来获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可和点赞，2019年先后有山西省
阳泉市、广西南宁市政法委、湘潭市、郴州市妇
联等单位来岳阳交流学习。

落日余晖里，暖意融融，因为夫妻争吵上
门求助的张女士走出了梅溪社区的“和姐”工
作室，甩甩长发，长舒了一口气，脚步轻快地踏
上了回家的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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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江平 发自乌鲁
木齐 4月13日，新疆妇联在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为“自治区巾帼示范基地”挂牌。今
年，新疆妇联已命名“巾帼示范基地”20家，共
资助100万元。

此次挂牌是新疆妇联助推“乡村振兴巾帼
行动”的有力抓手，也是新疆妇联深入开展“学
党史、颂党恩、办实事”学习教育的具体实践。
旨在推进落实“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充分发挥

“妇”字号基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助力更多妇
女依托基地创业就业、增收致富，充分展示全区

各族妇女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中发挥的积极
作用。

据了解，2016年以来，新疆妇联积极创建
（命名）全国及自治区巾帼示范基地89个，给予
资金支持345万元，这些分布在全疆各地的

“妇”字号基地有效发挥了扶贫帮困、促进就业、
培训技能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累计培训妇
女2万余人次，带动受益妇女近5万人次，延伸
了妇联工作手臂。

根据创建要求，新疆全区“巾帼示范基地”
积极主动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提供技能培训、信息共享、

销售服务，引导带动更多乡村妇女就地就近就
业，走上增收致富之路。各级妇联组织加大对
基地的后续跟踪服务，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困
难，督查基地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推广基地成
功经验，拓展“基地+困难妇女”的帮扶模式，
实现帮扶困难妇女与发展壮大双赢的效果。
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做大做强基地，
助力乡村振兴；各族妇女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发展伟大实践，以创
业创新激活人生出彩的强大动力，以不懈奋斗
开辟通往美好生活的前进之路。

学党史办实事，新疆妇联100万元支持“妇”字号基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 王元元 刘盘云

谷雨时节，万物滋长。雨后的
岩博村被一层层薄雾笼罩着，青山
白楼绿瓦若隐若现，宽阔平坦的道
路盘旋林间，一幅林中村、村中景、
景中人的安居乐业画面渐次入目。

过去“路不通、水不通，一穷二
白两手空”，现在“山上果、路边花，
村企兴旺人人夸”，贵州省盘州市淤
泥乡岩博村一次次蜕变，都离不开
一个人，她就是岩博村党委书记余
留芬。20年风雨兼程，余留芬用忠
诚、担当、大爱带领村民301户1051
人谱写了一曲乡村振兴“前进曲”。

“一片林子”开启致富门
“那么大一笔钱，从哪里来？”
“我先拿4万块钱出来，再去找

煤矿借。”
……
村活动室，一盏昏暗的灯下，余

留芬和村干部正在为赎回岩博林场
的费用激烈讨论着。多年后，说起
1480亩的岩博林场，余留芬感叹
道：“岩博有今天，全靠这片林场。”

2002年，原属村集体所有的岩
博林场外包后，因管理不善、盗采严
重，承包商急于转出，但转出费用高
达23万元，这让“口袋比脸还干净”
的村集体犯了难，筹集资金成了最
大问题。为赎回林场、打消顾虑，余
留芬带着村干部上山数树，数到将
近五分之一面积的林场时，木材的
价值就超过了23万元，这让大伙更
加坚定无论如何也要赎回林场。

余留芬自掏腰包4万元，又带领村干部挨个到煤矿
借钱，但总是吃“闭门羹”，直到走到第13家煤矿时，才借
到5万块钱，这对于23万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实在没办
法，各种筹措贷款，顺利盘下林场。第一次间伐就获得8
万元利润，赚取了村集体经济“第一桶金”。

正是这片林子，打开了岩博村致富门。利用林场作
抵押贷款，余留芬发动村民入股，先后建起了休闲山庄、
煤矸石砖厂、小锅酒厂、养殖场、火腿加工厂等，一个个村
办企业活起来、一笔笔村集体收入入账来、一场场农户入
股分红大会开起来，美好生活可期可盼。

“一口小酒”奔上小康路
“岩博好地方，公路绕村边，水泥铺广场；建个大酒

厂，打工有地方，日子过得旺……”村民张兴美用彝语哼
着小调从车间走出来，在太阳下山前，结束了一天劳作。

岩博村地处高寒山区，境内80%以上是彝族，彝族
同胞喜欢饮酒载歌载舞，有着传统的酿酒工艺，岩博美酒
在当地小有名气。看到酒业发展的潜力，不满足小规模
生产、不满足仅销售到周边市场的余留芬暗自立誓：再苦
再难，也要做大做强酒厂，带领群众踏上小康路。

创业的路越是曲折，未来的生活越是美好。她用自
己的所有财产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同时，她积极与盘江
煤电集团、盘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谈判协调，争取投资资
金1.5亿元，将小锅酒厂注册成立为贵州岩博酒业有限
公司，“人民小酒”正式投入生产。

经过 20年发展，岩博村集体资产从 0元提升到
76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00元增长到2.26万
元，岩博酒业年产规模达5000吨，产品销售网遍布全国
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岩博村实现了“家家住洋
楼、户户都有车、人人有钱赚、个个有活干”的美丽幸福新
农村愿景。

“一份契约”筑牢幸福梦
“大伙仔细看下这份承诺契约书，这是村党委结合村

情编写的村规民约，签字按手印后，就要严格遵守。”岩博
村党委副书记肖本元语重心长地说道。

村庄面貌展新颜、村民风貌振精神。为了提升农村
基层治理能力，提高村民综合素质，让老百姓既要富‘口
袋’更要富‘脑袋’，余留芬带领村党委全面了解，结合实
际，编写了《岩博村村规民约》，并发放到每一户。在重塑
村寨文明、社会治理、邻里和谐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为
村民树牢了导向，培育了家风和谐、民风淳朴新风尚。

乡村要美，美在文明；民风要正，正在村规。村规民
约凝聚着村民们的美好愿景，把本地村企发展、乡土伦理
等植入村规民约，每一条规定都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契
约性、自律性、同向性让每一个村民“居在岩博、业在岩
博、乐在岩博”。

同时，为更好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村民精神面貌，岩
博村还建立了道德讲堂、党性教育基地；建立岩博好人好
事监事会、“好婆婆 好媳妇”评选机制，促进家庭邻里和
谐等，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共建共绘诗意
栖居般美丽美好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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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坊市杨家埠村，杨
红卫在绘制风筝图案。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杨红卫出身风筝世
家，自1982年师从祖父杨同
科学习潍坊风筝扎制技艺，
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进行
扎制和放飞表演。

潍坊国际风筝会至今已
连续举办38届，成为蜚声海
内外的风筝盛会。目前，潍
坊有300多家风筝企业，年
产值近20亿元人民币，国内
和国际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到85%和75%。

“除了经济收入增长以
外，精气神也更加高涨了。
如今咱们越来越自信，这是
我们收获的新幸福。”杨红卫
说。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风筝世家风筝世家
女 传 人女 传 人

新华社苏黎世4月21日电 21日，东京奥运会足球
比赛抽签仪式在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举行，中国女足与
巴西、荷兰以及赞比亚同分在F组。

这是中国女足第6次参加奥运会女足比赛，是亚洲
球队中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女足队伍。自1996年女
足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队仅缺席过2012
年伦敦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足的首场比赛将于7月21日
进行，对手是传统劲旅巴西队。随后，她们将分别于7月
24日与7月27日迎战赞比亚队与荷兰队。

东京奥运会女足分组揭晓东京奥运会女足分组揭晓
中国与巴西中国与巴西、、荷兰同组荷兰同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耿兴敏 发
自北京 近日，北京市平谷区妇联把滨河
街道滨河社区妇联作为妇联组织和服务
延伸到妇女群体更小单元的试点，成立
妇女小组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进一
步建强各级妇联组织，切实提升妇联引
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实效。

为给社区妇女群众提供“娘家人”的
温暖和关爱，近日平谷区滨河街道滨河
社区妇联成立了“和谐邻里妇女小组”。
在活动现场，滨河社区妇联相关负责人
宣布滨河社区“和谐邻里妇女小组”正式
成立，同时组织每个单元的妇女小组长
们及社区小朋友，共同开展了“共建共治
共享，社区妇联在行动”活动。

活动现场，参与者通过深入交流探
讨社区目前垃圾分类、文明停车、疫苗接
种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同时宣
读、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文明停车承诺
书，进一步强化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

同时，活动当天还进行有趣的“我来
扔垃圾”比赛，小朋友们在欢声笑语中，
进一步巩固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也增
进了彼此间感情。妇女小组长和小朋友
们还深入社区，分发承诺书，宣传文明友
善新风尚。

据悉，滨河社区妇联始终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下社区妇联参与基层治理新思
路，在“一支妇联队伍、一个巾帼服务网
络、一个线上妇联”的基础上，注入妇女
小组长力量，让每个单元有妇女小组长，
形成“一支一网一线一长”新模式——强
化妇联队伍建设，实现组织纵向“联”；打
造妇联骨干网络队伍，实现队伍横向

“聚”；建立“线上妇联”，实现社区服务
“微距”；成立“妇女小组”，小组长实现小
事不出单元。

此外，滨河社区妇联还通过构建百
姓议事厅、庭院议事会、社区邻里调解
等妇女参与平台，畅通沟通渠道，拓宽
服务途径，有效解决了社区或楼栋里的
大事小情，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影响
和激励社区更多人参与社区共治共建，
实现“小事不出楼院，大事不出社区”。

北京平谷妇联妇女小组：

让居民实现让居民实现
小事不出单元小事不出单元

深化改革“破难行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