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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江苏省各级政府
妇儿工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为目标定位，以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为基础保障，以实施妇
女儿童发展规划为载体抓手，不断完善政策环境，创新工作举措，加大落实
力度，探索形成了政府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制度、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
估机制、纲要规划实施观察员制度、就业性别歧视约谈问责机制、母婴安全
约谈通报制度、重大妇幼公共卫生健康项目绩效评估制度、政府购买妇女
儿童公益服务机制、家庭教育工作“双主体”联动机制、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目标责任落实“两单工作法”、妇女儿童工作数字化管理机制等一批全国示
范制度机制，以机制的创新保障妇女儿童工作的活力，将妇女儿童发展的
重难点项目纳入省政府年度民生十项实事和省政府妇儿工委八件实事，一
批影响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的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进一步提升，在推进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中实现了江苏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种粮大户”“全国
最美家庭”沈填珍家庭：

每天清晨，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兴农村聋哑妇女
周德花已经开始忙碌，她要赶制一批手工订单，“虽然
忙碌，但感觉很充实，活得有价值。”周德花笑说。

曾经，周德花家庭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夫妇俩都是
残疾人，有两个小孩，家庭经济压力特别大。2018年，
周德花参加了亭湖区妇联组织的慧心坊—互联网+亭
湖民俗手工制作帮扶贫困母亲项目，接受了“慧心坊”
的免费手工培训，很快就出师了，作出了成品，接到了
订单，获得了收益，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

像周德花这样的家庭在江苏还有很多，他们加入
了江苏省各级妇联精心设计的社工服务项目中，在参
与中成长成功。

近年来，江苏省妇联围绕妇女儿童生存和发展中
的突出问题，加大项目化运作力度，积极支持社会组
织承接妇女儿童公共服务项目，精准化、专业化服务
妇女儿童和家庭。

5年来，江苏省财政累计下达省级妇女儿童社工
项目专项资金4700万元，支持项目956个，受益人群
达100余万人，带动全省各地自主实施项目，年度撬动
资金近2亿元、专业化服务500余万人次。

特别是，儿童权利倡导和保护、预防和控制儿童伤
害、女性生育力保护等一批国际、国家项目的承接实
施，为江苏省提供了先进理念和指导。面对百年不遇
的疫情冲击，江苏省各级妇儿工委及其成员单位坚持
人民至上，闻令即动、尽锐出战、联手发力，突出孕期、

哺乳期女职工、困难
妇女、学龄青少年、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空巢老人等
重点人群，出台暖心
政策、提供暖心服
务、搭建暖心平台、
强化暖心保障，全过
程关爱妇女儿童，为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双胜利”走
在全国前列作出了
积极贡献，充分彰显
了各级妇儿工委的战
斗力、服务力的硬核实力。

今年，江苏省妇联与南
京邮电大学共建江苏省女性
社会组织协同发展中心，并将
培育和引导女性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作为深化妇联改革的重要方面，
启动实施2021年度江苏省妇女儿童公
益社工服务项目，积极推动妇女儿童实现新
发展的政策建议和制度措施，纳入省经济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和部门专项规划，促进妇女
儿童事业与时代同进步、共发展。

服务妇女儿童就在身边

回应10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新手妈妈刘女士来说，找阿姨成为眼下最头疼的

事，“介绍的阿姨难靠谱，好的阿姨留不住。”刘女士抱怨，
“别看简历挺丰富，证件也齐全，但实际水平和纸上写的
差距太大。后来，听说妇联有个‘好苏嫂’，信誉好。果
然，一来就发现这里的阿姨既正规又专业。”在南京一家
好苏嫂门店，刘女士与同伴交流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快，加之“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家政服务市场的需求越
来越大，家政服务人员却供不应求，导致家政行业问题频
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诚信缺失。

针对这一老百姓关注的难题，在江苏省妇联的推动
下，“建设家政服务诚信体系，为10万个家庭提供放心家
政服务”纳入了江苏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此，江苏
省上线“好苏嫂”家政服务联盟信用平台，成立江苏省巾
帼家庭服务联盟。

江苏省“好苏嫂”家政服务联盟信用平台，堪称家政
行业的“大众点评”，通过手机企业端、客户端、阿姨端，运
用身份及人脸识别技术，做到“一人一卡一记录”，为家政
企业、服务人员、顾客建立完善的诚信档案，着力构建家
政服务机构和人员事前信用审查、事中信用约束、事后分
等定级的全程信用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分析，推动建立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红黑榜”约束激励机制，推进家政

服务规范诚信发展。“这下放心了，以后找阿姨不用提心吊胆了。”咨询
家政服务的顾客笑逐颜开。

与此同时，江苏各级妇联将本地家政企业资源纳入“好苏嫂”诚信
服务管理平台，共同探索行业标准，培育示范家政企业，目前平台已有
1603家企业、80119名服务员入驻，成为信用有认证、服务有规范、质
量有保证的服务平台。

朱静是扬州市妇女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一名家政服务员，“很多人都认
为，家政服务是个没有门槛的职业，只要会做点家务，就可以做好，其实不
尽然。”加入家政服务行业后，单位组织的育婴师、家政服务员、SYB创业
培训、面点制作等培训，她一期都不落下。凭着这份坚持，不到两年，她已
经成为家政服务行业的行家，物质精神双丰收，“我只是上万江苏家政服
务员的一个缩影。”朱静说，“生活从来不会说谎，努力奋斗必有回响。”

目前，江苏省涌现出如南京“宁姐”、苏州“春光”、扬州“绿杨好阿
姨”等多家特色家政品牌，形成覆盖全省各市，纵向联动、横向联合的巾
帼家政服务联盟体系。

近期，江苏省妇联开启巾帼家政诚信服务周活动，各地围绕“诚信
服务 美好生活”开展各具特色的服务宣传活动，组建讲师团进高校，吸
引更多高端人才进入家政行列；组建优质服务企业进社区，推介家政诚
信服务品牌，倡导行业“崇德明礼”；组建“红色家政服务队”进家庭，为
广大群众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品牌化优质家政专享服务，通过系列活
动营造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打通社区家政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以
诚信服务推动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

共建儿童友好城市“童”享发展成果
无论是编写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指南、制定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战略规划、建设莫愁湖西路妇女儿童友好示范
街区，还是城市、社区中随处可见的充满童趣的彩色道路
隔离石墩、社区妇女儿童之家楼梯处的儿童扶手、社区场
场爆满的3D打印课程、公园里分区域分年龄段的儿童
游乐场……江苏各地在宏观、微观层面都彰显出关爱服
务儿童的力度和温度，这些也正是江苏多地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的生动缩影。

而在这一进程中，南京市在推动落实儿童发展规划
的同时，结合妇联改革活力提升计划要求，在全市开展儿
童友好建设试点探索。南京在开展街镇妇女儿童工作

“五示范”工作中，重点打造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栖霞区马
群街道青马社区等首批17个空间相继完成，市级给予
10.5万元引导资金，各级妇联积极争取党政领导支持，
12个2020年儿童友好空间目前正在建设中。南京市妇
联还先后在雨花台区、建邺区、江宁区等区重点支持开展
儿童友好类妇女儿童社工服务项目，为组建儿童议事会、
儿童讲解员队伍提供支持。为建邺区打造“莫愁湖西路

儿童·家庭国际街区”做好协调工作，开展莫愁湖西路片区儿童友好公
园问卷调查、对接儿童友好专家资源。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竹园社区
成为全市儿童友好社区先行社区，培育儿童友好服务社会组织，积累成
熟经验。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在国妇工委社区儿童保护项目
基础上做精做细，突出儿童交通安全主题，深受儿童欢迎。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以南京莫愁湖西路为核心打造妇
女儿童友好示范街区这一宏大工程。莫愁湖西路会聚
了江苏省妇联所有服务性的直属事业单位，包括省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省新媒体
中心、省妇女干部学院、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省
妇女权益维护中心、巾帼园宾馆等阵地，这些有
形的资产无形的品牌是片区打造的坚实基础，
而处于街区范围内的莫愁湖公园升级改造，
莫愁女的传奇传说呼应女性题材，更契合植
入国际妇女儿童友好建设理念，规划发展
专门服务妇女、儿童及家庭的产业龙头集
聚的妇女儿童服务示范片区，实现老城区
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这是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农村家庭，如
今，却成为拥有500多亩高效农田的主人，江
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高庄村的沈
填珍家庭用他们的春耕秋收，演绎了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普通农耕之家的追梦圆梦小
康生活的生动历程。

沈填珍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家填发
土地证，所以取了这个名字。1975年，25岁
的沈填珍嫁给了刚刚退伍回村的陆土芳，当
时的陆土芳家里只有一间茅草屋，家中还有
双目失明的母亲、中风在床的老父亲以及比
他年长19岁的兄长。陆土芳是个退伍军人，
不会种地，还身患旧疾，婚后的沈填珍仅靠分
得的5亩地养活全家人，“那段日子真不好熬
啊！”沈填珍悻悻地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外出打工成
了很多当地农民的新选择，外出打工的人逐
渐变多了，种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村里的地
眼看着要撂荒了。

那时，38岁的村妇女主任沈填珍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按照国家的政策，农民种田是

要交农业税的，田要是荒了，村里集体经济损失
可就大了。”为了减少村里的损失，沈填珍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田没人种，我家来种，就算亏本，

也不能让田地撂荒。”沈填珍夫妻俩顶着压力，带
上一双十来岁的儿女，硬着头皮承包下了村里60
亩荒废的田地，从此，全家人便扎根在了这片充满

希望的土地上。
全家人不分昼夜，在农田里施肥、翻地、除草、收

割，“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因为长时间拔草，夫妻
俩的十根手指都溃烂了，“那时，真管不了那么多，手

烂了就用布把手指缠起来继续拔”，从第一年的一文不
挣到慢慢地有结余，从最初承包的60亩荒地到逐年增

加承包数，沈填珍一家忙碌着、喜悦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种地进入机械化时代，沈填珍

家里没钱，她就想办法四处筹款，东拼西凑了26万元“巨
资”，在1989年，买回了高庄村第一台收割机，村里的男女

老少都赶大集似的聚到她家来看“稀罕物”。
收割机买回来以后，沈填珍一家人并不藏私，干活儿时总

是先想着别人，沈填珍的儿子陆卿清楚地记得：“每逢收获的
季节，都是等到全村人用完之后，才在我家田里使用，好几次
我家地里的粮食来不及收，烂在田里，虽然心疼，但全家人从

不埋怨，毕竟帮到了乡亲们。”
后来，根据国家的政策，沈填珍家获得了农机具购置补贴，沈

填珍用补贴以及自己筹集的钱又添置了更多的收割机、插秧机、
拖拉机和植保无人机，实现了机械化种地。
就在沈填珍一家准备大展宏图之时，1991年，长江突发百年未遇

的洪水灾害，“刚种下去的水稻秧苗全部被淹。”沈填珍痛惜地说，但面
对灾害，沈填珍夫妻俩不服输、不认命，他们积极发动所有在家乡的村

民到田间排涝，沈填珍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冲在最前线，和男同志一起拉
草包、填堤坝，在她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终于保住了秧

苗。也是在那年，她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被评为江苏省三八
红旗手，这令她倍感鼓舞，她说：“做农民党员，更要好好种地，种好地！”

2013年，沈填珍家成立了丹徒区荣炳盐凡石桥水稻种植家
庭农场，率先引进政府推广的“稻鸭共作”技术，田里的收益比以
前单纯种粮食高了近60%。如今，沈填珍家经营着500多亩土
地，全部从事粮食生产，带动全村50多户农民走上了科学种粮
之路，高庄村也涌现出了年播种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4户，粮
食生产在村级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丹徒“荣炳”大米也成了
江苏名牌，沈填珍家庭也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种粮大户”称号。

如今，沈填珍一家过着幸福的小康生活，做着自己喜
欢的事情，守望着家乡那片生机无限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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