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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有为逐梦时代潮头
赣鄱女性享有出彩人生

第一书记扑下身子 幸福村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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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蹚不过的河。心中有梦无难事，酸甜苦辣都是歌。”这首由彭夏英自编的山歌唱出了一名农村妇女朴实
的心里话。彭夏英曾是江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里日子过得最贫困的人之一，如今却已是当地响当当的名人：当选全国妇女代表大
会代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心中有梦”的彭夏英是全省万千女性的代表。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靠发展改善妇女民生，在
努力实现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她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致力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帮助和支持全省广大妇女实现个人梦想，享有出彩人生。

多措并举帮助妇女全面发展
在以往连续三年举办全省妇女创业创新大赛的

基础上，去年虽受疫情影响，但江西省仍举办了“妈妈
的味道”巾帼农家乐非遗美食大赛。自2020年5月
开始初赛，到7月的复赛，再到9月13日的决赛，一路
下来，各类美食在满足了人们味蕾的同时，更搅动了
广大妇女运用传统美食类非遗项目，通过农家乐形式
创业就业的热情，也为促进乡村旅游，推动全省经济
增长增添了巾帼力量。

事实上，为增强妇女群众尤其是贫困妇女的创业
就业能力，江西省每年都开展针对妇女的电商、手工、
种植、养殖等各类实用技能培训。此外，江西省妇联
已连续2年开展农村女经纪人培训，连续4年开展职
业女农民培训，连续9年开展家政服务员培训。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当前江西省妇联正在开展
“我是妇联干部 我为妇女办实事”活动，其中推动妇

女创新创业，助力妇女全面发展是一项重要内容。
为此江西省妇联明确提出，今年将加大职业技能

培训下沉力度，对农村妇女进行家政、电商直播、手工
制作、新型职业女农民等特色培训，重点推广一批巾
帼特色农产品、培养一批妇女带货达人，引领广大妇
女通过新经济新业态创业致富。加快培育乡村振兴
女性人才，实施“高素质女农民”培养计划，培养造就
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以赛促训强技能，举办“江西表嫂”家政技能大赛
等，促进城乡妇女职业技能提升。

为提升培训实效，增强妇女群众就业能力，该省
还一改以往把基层妇女请上来培训的模式，持续推进

“四个下沉”，让干部走下去、工作沉下去、活动放下
去、宣传融进去，直接把优秀的师资力量送到乡村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对基层妇女进行“点单式”培训，

切实让妇女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门技术。
从每日收入几十元的制衣厂女工，到年薪10

万+的金牌月嫂，实现美丽嬗变的曹银凤正是得益于
妇联组织开展的家政技能培训。

曹银凤来自兴国县长冈乡石堰村，因丈夫意外离
世，她独自供养一儿一女，生活艰难。根据曹银凤的
家庭情况，村里将她家纳入精准扶贫对象。在参加了
兴国县妇联免费组织的“兴国表嫂”家政服务（月嫂）
培训班，通过专业技能知识学习后，曹银凤顺利获得
职业资格证和培训合格证，开始涉足月嫂行业。凭借
淳朴、勤劳、善良的美好品质和熟练的专业技能，曹银
凤得到了越来越多雇主的认可。这让她的成就感也
油然而生，她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感受到自身
的价值。

作为精准扶贫对象，曹银凤的故事更像是一个缩
影，而这也恰恰说明，在脱贫攻坚战中，妇女不仅是受
益者，更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全省广大妇女用双手打
拼出幸福新生活，撑起了脱贫攻坚的“半边天”。

多方联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创新引领妇女工作出新出彩

▲ 老阿姨龚全珍
和孩子们在一起，让人
们看见传承的同时，还
透着满满的幸福感。

受村规民约的影响，在拆迁后引起的宅基地权益受
损，曾经让金溪县秀谷镇陶家村委会樟树埠村小组的黄
水仙一筹莫展。是江西省妇联和省国土资源厅当年联
合发出的《关于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中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通知》给她吃了定心丸，一起由
此引发的农村妇女宅基地权益受损事件也成功化解。

据了解，省一级部门专门就保障农村妇女宅基地
权益发出通知，当时在全国属首次。通知专门提出，
要破解因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的决议、村规民约
等造成实践中妇女权益受损问题，保障妇女平等享有
宅基地权益。

不仅如此，遵循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在发展
中支持和帮助妇女的理念，江西省加强维护妇女权益
的顶层设计，近年来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政策，如

《关于加强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江西
省反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

为推动在全社会形成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合
法权益的良好氛围，今年4月，江西省举行第二届“依
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新闻发布会。省妇联
与省委政法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
厅等联合发布的十大案例涉及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妇
女劳动权益、反家庭暴力等妇女维权重点热点问题，
不仅在类型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更在案件办理过
程和法律效果上具有指导性、示范性。

刚性的制度设计和对妇女的全方位保护是全省
妇女事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
妇女群众最关心、最紧要、最现实的问题正逐步得到
解决，妇女受惠受益也越来越多。

——妇女参与社会管理水平有新提
升。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把培训女干部纳入
议事日程，尤其加大了对基层女干部的培训
力度，女性在社区建设、乡村建设、精准扶
贫、环境整治等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

——妇女健康状况有新改善。启动孕
产期保健集中管理，在县、乡、村建立妇幼健
康三级服务网络，做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全面推进免费婚检工作，连续两年
将免费婚检工作纳入省政府民生工程。

——妇女社会保障有新发展。加大生
育保险保障力度，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实施。安排省级补助资金用于全省农
村妇女“两癌”筛查、诊断，为城乡贫困患病妇女
实行保险救助。

……

妇女事业迎来新气象，也折射出全省妇女工作和
妇联组织的蓬勃活力。

5月14日，在江西景德镇，随着铿锵有力的《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在全场唱响，也标志着

“赣鄱巾帼心向党 扬帆奋进新征程”赣鄱红色娘子军
宣讲团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宣讲已经走遍了江西全省
11个设区市，线上线下受众群众达700万人次。

“赣鄱红色娘子军”宣讲队伍由江西省妇联发起，
截至今年5月，江西全省各级“赣鄱红色娘子军”宣讲
员共有3000多人，宣讲场次超过5500余场。宣讲团
创新多种宣讲方式，用大白话、大实话宣讲，小故事、小
场景传播，在各地妇女群众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宣
传政策精神，讲述中国故事，展示广大妇女在社会生活

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此外，围绕参与基层治理，该省还打造“邻家嫂子”

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将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在群众
身边。目前，全省注册巾帼志愿者超36万人。

在江西，还活跃着一支村妇女小组长队伍。截至
目前，全省已配备村妇女小组长近19万名，实现了全
覆盖。村妇女小组长配备工作是江西省妇联主导推出
的一项创新举措，是基层妇联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新农
村建设、脱贫攻坚等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有力举措。
依托村妇女小组长作用的发挥，江西省走出了一条具
有妇联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在深化妇联组织建设改
革、实施“破难行动”中创出了江西经验。

在江西，农村妇女“法律明白人”同样在乡村治理体

系中发挥着“半边天”作用。自2018年江西省妇联联合省司法厅、省法建办
共同开展农村妇女“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来，在三年的时间内，已把全省
2.7万名村（社区）妇联主席培养成为“法律明白人”骨干，全省90万名农村妇
女培养成为“法律明白人”。农村妇女“法律明白人”已成为政策法规的“宣传
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权益保护的“保障员”，社会事务的“监督员”。

“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脏，创城先创家”、“房子再好，要勤打扫才清
洁；庭院再大，要勤整理才美丽”。在江西各地，类似这样倡导“清洁家庭”
的宣传标语十分普遍。从2017年开始，江西省妇联在全省大力推进“清
洁家庭”家庭创建工作，吸引了全省广大妇女和家庭热情参与，有效发挥
了妇女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社会文明、促进生态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彰显了妇联组织的独特作用。

“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引领、服务、联系的职能定位，丰富工作载体，
健全工作体系，创新工作方式，让思想政治引领更加凝心聚力，妇女发展
更加主动有为，家庭建设更加贴近需求，维权服务更加温暖人心，基层妇
联改革更加扎实深入，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江西省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王庆表示。

王艳玲是江西萍乡莲花县商务局局长，同时又是
莲花县琴亭镇幸福村第一书记。怎样才能当好一名第
一书记？

作为省三八红旗手和省巾帼建功标兵，王艳玲的
回答是——“沉得下来，走得进去，做得成事。”对此，她
解释道：沉得下来，就是要扑下身子沉在基层；走得进
去，就是要走进老百姓心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做得成
事，就是不能嘴上放“空炮”，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2016年9月，时任莲花县商务局副局长的王艳玲
被选派到琴亭镇幸福村担任第一书记。那时，她的丈
夫已被派驻到其他村任第一书记。两口子都去当第一
书记，家里谁照顾？王艳玲不是没有犹豫过。可她转
念一想，“这是组织的信任，更是个人的担当，绝不能退
缩！”

刚入村时，王艳玲就给自己定了几个“小目标”：把村
里有威望的老干部全部拜访一遍；与村里所有的村“两
委”党员谈一次心；一个星期内把所有的贫困户走访一
遍；把所有的农活干一遍；把所有的产业了解一遍……

说到做到。在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王艳玲长驻
在幸福村，召集贫困户以“板凳会”“群众会”等形式开
展政策培训；她还在幸福村率先创办了全县第一所脱
贫攻坚讲习所，帮助贫困群众学习增收知识，激发了其
他群众参与扶贫的热情。

2018年10月，王艳玲多渠道筹资在村里创建了该
县第一家“爱心超市”，以爱心积分换取生活用品的模
式，激励着村里贫困户通过参加公益活动、掌握扶贫政
策、勤劳致富等方式获取相应积分奖励。

幸福村的“爱心超市”一经
推出就调动了贫困户的
积极性，不但改变了村

民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改善了村庄生产生活环境，还有效激发
了贫困户“争着干、抢着干、比着干”的内生动力。

幸福村是省“十三五”重点贫困村。多年来，王艳玲在工作岗
位上兢兢业业，开拓进取，把幸福村变成了真正的“幸福”村。据
粗略统计，该村先后投入421.75万元，家家户户实现了改水改厕；
修建沥青路3290米，入户路实现全覆盖；新建4000米长管道、3
个过滤池，解决了1200余名村民的安全饮水问题；联合爱心企
业，为村里安装了上百盏环村太阳能路灯；建立了一个500亩
的莲子基地和一个扶贫产业养殖基地。

如今在幸福村，只要一说起王艳玲，村民们都会点赞：党
和政府为他们派来了一名好第一书记。

◀ 家政服务（月
嫂）培训让许多女性实
现了人生嬗变。

自2009年起实施“两癌”救助工作以来

176.092万名
农 村 妇 女 进 行

宫颈癌免费检查

为9.56万名适龄城镇贫困妇女

进行免费“两癌”检查

累计救助

农村贫困妇女14593人
城镇贫困妇女600人

农 村 妇 女 进 行

乳腺癌免费检查

608.192万名

全省注册巾帼志愿者

超36万人

全省90万名农村妇女
培养成为“法律明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