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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绘就了齐鲁大地壮丽恢
宏的美丽画卷，5000万齐鲁女性齐心努力，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正以奋进者的身姿谱写
着一曲曲昂首追梦的新时代巾帼之歌。

牢记总书记嘱托，心系妇女群众所想所盼，山东省各级妇联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擎理想信念的明灯，以梦为马、以汗为泉，推动全省妇女事业不断发展。

这是山东省广大妇女儿童收获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九年，也是全省锐意进取、
奋勇争先，不断满足全省广大妇女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九年。

幸福感不断增强
“能不能给俺腾个空？俺也想听听宣传队讲的这

些事儿！”初夏时节，淄博市桓台县索镇李家村岳大
进家的小院里热闹欢腾，“齐鲁女性”宣讲团成员正
和妇女群众围坐在小板凳上讲党的好政策，聊美好
的生活。

“齐鲁女性”宣讲队伍里有巾帼先模，有专家教授，
有基层妇联干部，她们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愿
意听的身边事，把党的好政策、国家的新发展传递到群
众中，提振了群众的信心，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不仅来源于思想上的认知，还有家
庭的温暖。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不断推进家庭工
作，促进优良家风传承，弘扬新风尚。各级层层开展寻
找“最美家庭”活动，296户家庭获全国“最美家庭”“五
好家庭”称号。

近年来，山东省在农村中创新开展“美丽庭院”
创建工作，建成“美丽庭院”示范户167万户。“美丽
庭院”创建突出“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家风美”

“四美”建设，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注重家风传承
和家庭文化建设，引导家庭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如今，院里院外干净了，屋里屋外整洁
了，街坊邻里和睦了，群众良好卫生习惯逐步养成
了。人们都说，现在庄户人的家里变整洁了，变靓
了，忙了一天回到家，心情也都美美哒。

为满足广大家庭需要，深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
工程”，落实家庭教育五年规划，结合正在开展的党
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颂党恩 传家风”好家庭好家
风好家教巡讲巡展、“书香飘万家 家庭共成长”亲子
阅读等活动，激发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获得感显著提升

安全感更加充实
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妇

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妇女参与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比例和层次不断

提升，就业层次大幅提高，技术、知识密集
型行业女性比重明显增加；受教育程度显
著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女生比例均达
到55%以上；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女性平
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2岁。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不断壮大，
全省成立妇女议事会1.73万个，开展妇女
议事活动5.24万次；乡镇（街道）、村（社
区）妇联执委数量达到55万人；网上妇联
建设快速发展，新媒体格局基本形成，线
上“朋友圈”不断扩大。

推动建立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长
效机制，实现全国首个由省人大常委会发
文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全省
16个地市全部由市人大常委会发文建立
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推动将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强家庭建
设”列入《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节。
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
部教育培训主体班次教学内容，推动性别平等意
识纳入决策主流，优化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政
策环境。开展性别平等教育进小学活动，让性别
平等理念根植少年儿童心田。

积极履行基本职能，打造“建设法治山东·巾
帼在行动”工作品牌，推进依法维权工作，为妇女
儿童发展进步保驾护航。源头保障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推动出台《山东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等地方
性法规，推动有关部门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平等就业等工作中出台政策性文件，依法维
护妇女合法权益。

强化社会化维权，九部门共同建立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联防联动工作机制，依托公安机关建立
110家暴报警服务台，与民政、卫生等部门联合建
立反家暴庇护机构109个，县以上司法机关普遍

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设
立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140个，积极推进未成年
受害人“一站式”取证中心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社会化维权工作网络。

拓展维权服务阵地，健全妇联系统四级信访网
络，建基层妇女维权服务站（点）4.8万多处，形成司
法保护、维权服务、信访投诉、社会救助“四位一体”
的维权工作体系。

九年砥砺奋进，九年春华秋实。一组组鲜活的
数字，一串串坚实的脚印，一段段感人的故事，展现
着妇女儿童事业的蓬勃朝气。

回眸往昔，巾帼争辉。“十四五”宏伟蓝图大幕已
经开启，历史在前行，时代在召唤，人民在期待。征
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山东省必将以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奋斗新征
程，续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巾帼华章，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最美家庭王琳家庭：

扎根山沟，头拱地也要让山村变个样；“移山”
种田，一家人带起一个产业；三代接力，为参农利益
不断奔波……这就是对人民小康路上带头人——
山东参乡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琳一家
人的真实写照。

40多年前，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口子李村是
有名的穷山沟，村里只有46户人家和300多亩山礓
地，人均年收入只有二十几元钱。目前，文登西洋参
种植规模已达5.5万亩，年产成品鲜参7500多吨，占
全国总产量的六成以上，带动3000多户参农、数万从
业农民增收致富，共同走上了小康之路。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王琳的外祖父和父亲。1981
年，外祖父王继振开山拓荒、不断探索、育种突破，让8
粒西洋参种子在文登落地生根。此后，父亲王文水毫
不保留地提供、传授宝贵的制种技术，艰辛钻研延伸
产业链条，为当地农民开辟了一条新的增收之路。

“带着大家伙一起过上好日子”一直是外祖父和
父亲最大的心愿。王琳说，小的时候家里吃饭，每次
有参农带着西洋参的病叶子或者任何问题拿过来给
父亲看，不管是吃到第一口还是碗里就剩最后一口，
父亲都第一时间把筷子放下来，先给西洋参看

“病”。
2015年，王琳辞去文登区博物馆讲解员这份外人

眼中光鲜亮丽的工作，开起了自己的西洋参淘宝店，
收入突破百万元，同时，电商带来实打实的收入让周
边不少参农也动了心。

作为第三代“西洋参人”，王琳一直将三代人的使
命扛在肩上，在自己富起来的同时免费为周边参农代
销西洋参。虽然在忙碌的日子里，她和爱人既是客服
又要打包、发货，但是他们从未觉得辛苦，因为他们为
村民提高了收入。

如何促进参农增收致富和西洋参产业规模化、标
准化发展，是王琳和爱人每天聚在一起都要讨论的事
情。2016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王琳成立了文登
御龙旗西洋参合作社，采取“研发—育种—种植—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将公司科技管理技术、
优良品种无偿赠给广大参农，又以零差价方式集体进
购农药化肥、遮阳网等必备农资，在农户种植的各个
环节进行技术指导与监管，帮助周边3万多户参农
实现增产增收1亿余元。

2018年，文登被授予“中国西洋参之都”称
号，品牌美誉度、影响力持续增强。王琳又审时度
势，因地制宜，投资5000万元建设继振西洋参
加工项目，对西洋参深加工技术进行研发，进
一步提升文登西洋参的价值，走精深加工
的道路。

今天的文登，种植西洋参的
农户已经达到3000多户，数万名
从业者靠着一颗颗西洋参改变
了生活，走上了致富的道
路。现在的口子李村，生
态宜居、产业兴旺，村
容村貌有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

许方霞，
济南市济阳区
垛石街道柳家
村村民，早年
因为父亲多次
住院、常年吃
药，花空了家

里的积蓄，欠下
了一大笔外债。

2015年，济南市妇
联派驻柳家村的

“第一书记”引来了
产业扶贫项目——

蔬菜高温大棚，这让
许方霞内心燃起了致
富的希望。她承包了
一个高温蔬菜大棚，不

懂技术，就从零开始一
点一点学，凌晨3点起来采
摘瓜果，半夜去给大棚盖
膜，天天没日没夜地围着大
棚转。五年里，她边干边
学，不断摸索，现如今，家庭
年收入达到了25万元，翻
盖了宽敞的房屋，购买了全
新的家电、舒适的轿车、实

用的小货车和气派的大型收割机，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2020年，许方霞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
庭”。

“现在我们整个家庭充满了幸福和喜悦，我坚
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脱贫了，但是
不能忘党恩，我要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带领
姐妹们一块儿过上好日子。”吃水不忘挖井人，许方
霞积极热心地帮助村里的妇女姐妹一起发展大棚
产业，无偿提供种植技术，安置村里的富余劳动力，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像许方霞这样紧跟国家发展形势，融入创新创
业发展大潮，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勤劳的双手走
上致富道路的齐鲁女性越来越多，她们放弃城市的
繁华，心系家乡父老乡亲，发挥当地优势，从零开始，
一路摸爬滚打，越过沟沟坎坎，最终带领身边的妇女
群众实现心中梦想。

这是山东省妇联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的缩影。她们成立巾帼返乡下乡创业联盟，推选百名

“最美乡村女致富带头人”，命名百个“乡村振兴巾帼
示范基地”。指导各级举办各类女致富带头人培训
班、高素质女农民培训班等2400多期，线上线下培
训妇女约31万人次。深入开展巾帼乡村旅游公益行
动，引导帮助农村妇女实现居家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为助力经济复苏发展，联合出台七项金融举措，创新
推出“巾帼信用贷”和“鲁担巾帼贷”产品，为“妇字号”
企业和创业妇女发放贷款2.45万笔72.03亿元。

山东省还在全省发展“大姐工坊”等居家创业就
业项目加工服务点7993个，“大姐农家乐”1460个，精
准辅助9.7万名贫困妇女居家就业脱贫。深入推进巾
帼家政提质扩容，做优做强“山东大姐”品牌，全省县以
上建设家政服务机构379家，累计安置266万人就业，
为307.8万家庭提供服务，目前“山东大姐”家政品牌
已成为全国家政行业的“领头羊”。

不断帮助妇女就业创业的同时，山东省还深入实
施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推动将农村适龄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纳入“十四五”时期政府民生实事并写入
省政府工作报告。开展“两癌”公益保险捐赠活动，为
全省10.22万名贫困妇女捐赠价值446.315万元的

“两癌”健康保险，全省投入19.61亿元为1573.4778
万人次妇女进行宫颈癌检查，为1507.211万人次进行
乳腺癌检查，筹集资金1.43亿元，救助“两癌”贫困患
病妇女31684人。妇女常见病筛查率增长为86.8%，
其中农村妇女常见病筛查率增长为86.84%。

开展“巾帼送暖”、实施“春蕾计划”争取社会帮扶
物资合计1.2亿元，受益贫困妇女儿童21.95万人。实
施“爱心妈妈”牵头关爱行动，结对帮扶留守孤困儿童
2万余名。深入实施“幸福护航”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行
动，2018年以来，在县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全部建
立婚姻家庭辅导中心，招募7000余名志愿者，26.8万
对夫妻接受婚姻家庭关系及离婚调适辅导，12.6万对
当事人经过辅导取消或暂缓离婚登记，以家庭小和谐
促进了社会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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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妇女
和家庭代表共庆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

全国巾帼家
政大赛家庭餐制作
实操竞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