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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
业，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多次就
做好妇女工作、促进妇女发展、深化妇
联改革作出重要指示，辽宁省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事业，落实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迈出历史新步伐，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妇女儿童
在经济、政治、健康、教育、社会福利保
障等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妇女事业发
展环境不断优化，妇女儿童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沈阳汉夏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于东霞：

寒暑假是辽宁抚顺县峡河乡大房子村孩子们最期盼的日
子，平日里寂静的小山村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充盈着活力
与朝气。

美术、剪纸、书法、音乐……这些都是孩子们平日里最喜
欢的课程，来自大学校园里的哥哥姐姐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老
师，这些“小心愿”在村里的妇女儿童之家都可以实现。

在留守妇女儿童比较集中的辽宁朝阳市，当地妇联还与
心理咨询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家庭教育机构等团队合作，由
专业人员为留守妇女儿童提供心理辅导、儿童团训、法律讲
堂、家教家风等多项健康多彩的专业服务。在心理团训活动
中，老师们带领留守儿童通过互动游戏的方式不断认识自我、
接纳自我。团训后，孩子们从怯生、害羞到敞开心扉说出自己
的理想，脸上洋溢出久违的笑容。

妇女儿童之家是辽宁省妇联联合省发改委实施的民生实
事项目，在留守妇女儿童集中的乡镇开展培训和关爱活动的
场所。妇女儿童之家统一标识、专人管理，通过统一配备活动
设施和文体用品等形式，确保妇女儿童活动的顺利开展。截
至目前，辽宁省已投入5661万元，修建妇女儿童之家333所，
成为辽宁妇女儿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升幸福感最具有代
表性的惠民实事之一。

五年来，辽宁省将妇女儿童发展纳入政府工作议事
日程、部门职责范围和专项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
府民生工程、同级财政预算和政府专项督查，制定出台
《落实辽宁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重点目标任务三年滚
动计划（2018-2020年）》，全省投入大量资金为妇女儿童
提供医疗、教育等保障，妇女“两癌”免费检查救助、妇女儿
童之家建设等作为政府民生项目统筹推进落实。农村单亲贫
困母亲安居工程、农村贫困母亲脱贫致富工程作为省政府民
生实事，连续投入1494.9万元为1401户贫困母亲修建住房，
投入900万元扶持4500名贫困妇女发展致富项目。

在确保妇女儿童民生实事落到实处的同时，辽宁各级党
委、政府为妇女儿童工作创新发展提供坚强支持。重点推动
涉及妇女儿童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内容纳入全省公共
服务项目，实施母婴安全行动、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福彩
圆梦·蓓蕾慈善”救助工程、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等，优化妇
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优先安排实施两个《规划》经费预算，
单列省妇儿工委工作经费，按照妇女人均1元钱标准安排妇
女工作经费，为妇女儿童事业提供保障。政府部门认真履行
职责，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共同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尊重
妇女、保护儿童成为社会共识、时代风尚。

加大投入落实妇女儿童民生项目

妇女儿童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每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大连的社区、公园、草坪上总会铺上几

块爬行垫，孩子们光着小脚丫依偎在“故事妈妈”身旁，徜徉在神奇
的童话世界。孩子身边的“故事妈妈”来自大连市妇联“故事妈妈”
成长学院，用读书照亮孩子们的生活，是“故事妈妈”成长学院创建
的初衷。

2016年“故事妈妈”成长学院创建以来，先后举办亲子阅读培
训12期，720多名“故事妈妈”学成毕业，成为亲子阅读推广志愿
者。每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一个流动的图书馆，她们分布在大连的
11个区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故事会、公益分享会等3000多
场，让上万个家庭听到了“故事妈妈”的感召，感受到了亲子阅读的
魅力。

“故事妈妈”成长学院的创建让众多的女性和孩子因此受益，也
成为“书香辽宁·精彩人生”女性读书活动给辽宁妇女和儿童文化素
养搭建的众多平台之一。五年来，辽宁利用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常
年开办文化公益讲堂和文化艺术培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妇
女儿童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

五年来，辽宁建立了5000多个“巾帼学堂”，100支巾帼宣讲队

伍、10万余场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600余万名妇女接受教
育。开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我和祖国共成长”等主题实践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爱国爱家、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264个省级“巾帼
科技培训示范基地”和电商培训、科技服务直通车线上线下为600
余万人次妇女创业就业赋能。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妇女儿童网络
战略联盟，1046个市县区新媒体平台联动发力，聚集4900余名网
宣（评）员、网络大V，广泛联系覆盖妇女群众。3550支巾帼志愿团
队、33.8万名巾帼志愿者服务奉献社会，弘扬强大巾帼正能量。

五年来，辽宁妇女儿童受教育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辽宁省不
断加强教育公共服务，教育各阶段性别差异基本消除。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布局合理，全省共有幼儿园9903所，学前毛入园率
90.5%，“入园难、入园贵”问题进一步缓解。“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到
位，农村办学条件极大改善，全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3%，义
务教育阶段女童小学六年巩固率达99.3%，女童初中三年巩固率达
99.5%，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所有县区全部通过国家
义务教育县域均衡发展评估验收。

妇女儿童医疗卫生资源不断优化
今年5月初，刚生完二宝的刘女士带着孩子来到医院做听力筛

查，不仅医院服务细致入微而且新生儿筛查的多项病种都纳入了
免费的项目，刘女士轻轻地在孩子耳畔说：“宝宝，你刚出生就享受
到国家的福利啦！”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从2020年4月1日起，辽宁省将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
丙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和听力障碍纳入新生儿病筛
查病种，这些疾病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和治疗，将会影响患儿智力发
育、身体发育和造成因聋致哑。

据悉，为保障儿童身体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辽宁省人民
政府将“为全省新生儿实施免费疾病筛查”工作纳入2020年省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筹集300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全省助产机构出
生的新生儿实施免费疾病筛查。辽宁为新生儿实施免费疾病筛查
不仅是为全省妇女儿童健康提供暖心服务，更是省委、省政府关注
民生的重要体现。

五年来，辽宁妇女儿童健康水平逐步提升，妇女儿童医疗卫生资
源不断优化，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城乡妇女，全省孕产妇死
亡率控制在10.8/10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
在3.5‰和4.5‰以下，全省妇女儿童健康保障能力和健康水平进一
步提高，截至2019年，全省妇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3.09岁。

辽宁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覆盖全部农村县

（市）和城市低保特困低收入家庭，实施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188.7
万人，乳腺癌筛查100.7万人，6537名患病妇女得到及时治疗。实
施计划怀孕夫妇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61.7万人，并提供生育咨
询和指导。实施辽宁省“两癌”患病贫困妇女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
项目，累计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省彩票公益金、省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8822万元，救助患病困难妇女9022人。面向妇女群众
宣传“两癌”检查，免费检查人群从农业县市区农村妇女扩大到全
省城市低保、特困、低收入等困难家庭适龄妇女。

五年来，辽宁妇女儿童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幸福指数不断提
升，获得感持续增强，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覆盖面不断扩大。辽宁
大力推进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新一届省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
比例分别达29.53%和32.9%。在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中明
确采取“专职专选”等办法保证每个村（居）民委员会中至少有1
名妇女成员。妇女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纳入全省综合治理总体布
局，在全省村和社区建立1.5万个妇女议事会，创新推出“3+1”
模式网上妇女议事会，常态化排查调解家庭纠纷，妇女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更加积极有为、
作用日益增强。

合作社免费提供种苗、种植设施，免费提
供种植技术、按时回购……于东霞的“一条
龙”贴心帮扶让沈阳市辽中区的妇女们吃下
了“定心丸”，房前屋后种下五味子发展庭院
经济，火红的五味子不仅美了庭院，更照亮了
奔向幸福生活的“小康路”。

于东霞是沈阳汉夏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在她的带领下，合作社从一家“家庭农场”
起步已发展成集五味子种植、管理、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种植五味子
300亩，年产量达50吨，年产值500万元以
上。

注重产品的品质是于东霞五味子产业发
展的关键，合作社产品均达到绿色标准，生产
过程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并开展了测土
配方施肥、秸秆腐熟还田、智能水肥一体化、
冷库储藏和智能烘干生产线等绿色防控智能
新技术，产品不仅国内供不应求还远销海外。

合作社成立之初，生产种植中经常遇到
技术瓶颈，劳动任务量也较为繁重，缺乏科学
技术管理，导致了五味子产量不高，经济效益
较低。于东霞专门购买五味子种植方面的书
籍自学，参加“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的果
树专业进行学习，提升种植管理技能。同时

引入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提升合作社的产品和
管理层次，增加经济效益。

于东霞积极响应国家加大农业科技力量投
入的号召，将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引进合作社，
实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精准配方，根据土壤养
分含量和作物种类的需肥规律及特点，将肥液与
水均匀、定时、定量地灌溉五味子根部，实现灌溉
与施肥同步操作，不仅节水、节肥、节省人工，提
高作物品质，起到增产增收的作用，还解决了畜
禽粪便污染的问题，实现土壤环境有机改善，促
进农业生产循环及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

根据五味子产后贮藏运输的需要，于东霞
引进了智能数字化烘干传感温控技术，烘干生

产线可预设风速与温度，无需专人值守，
快速烘干，解决了五味子采摘后的储藏问
题，延伸了产业链，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
了劳动力和时间成本，经济效益显著提
升。

于东霞在合作社取得经济效益的同
时，一直没有忘记带领乡亲共同致富。在
她的扶持下，已解决当地周边农户就业
200余人，帮助当地和朝阳凌源市8户生
活困难姐妹种植五味子，同时对种植户从
生产到销售全程手把手跟踪服务，真正解
决生活困难姐妹们的难题。2017年以
来，于东霞先后为沈阳新民、丹东宽甸、朝
阳凌源等地种植户进行免费技术指导，促

进了五味子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周边群众
共同致富增收。

谈到未来发展规划，于东霞说：“希望能够打造集中
医健康养生、乡村旅游为一体产业园，成为独具辽沈特色
的中医文化体验示范基地。”同时也希望能以产业园引领
周边农民致富，发扬壮大中医文化理念，促进中药材生产
与生态农业和健康养生协调发展。

城镇职工和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

3867.4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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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人均预期寿命（城市）
■ 城乡居民人均平均预期寿命

人均预期寿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82.4 82.58 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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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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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岁

其中女性

1958.59
万人

占比
50.64%

城市公办幼儿园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624 1628 1661 1670 1935

“故事妈妈”带领小朋友们在侦探绘本情景互动
空间中变身神奇小侦探。

辽宁省妇联开展“共享蓝天 共筑中国梦”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

大辽姐姐
宣讲团通过
表演唱、快

板、三句半
等 妇 女 群

众易于理解、
喜闻乐见的
形式，深入基
层对广大妇
女进行宣讲，
将党的创新
理论送到妇女
群众身边，送入
妇女群众心中，引
导广大妇女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