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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实事落地生花
南粤妇儿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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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巾帼科技创新 助力湾区发展”为主题的2021年粤港澳大湾
区女性科技创新大赛即将拉开帷幕，参赛对象面向全国，主要面向粤
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和港澳地区。这将是一场巾帼科技创新的大比
拼，是广东妇女事业发展的亮丽呈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广东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开拓创
新、推进广东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广东妇
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效显著，
全省广大妇女投身广东经济社会建设，以不
懈的奋斗姿态展现巾帼风采、作出卓越贡献。

顶层设计，妇女儿童事业实现多个全国率先
《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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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正式颁布。与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纲要相比，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增
加了大量妇女、儿童、家庭发展相关内容，在健康、教育、福利、社会保障等相关
章节多处提及妇女儿童和家庭，目标更加明确、内容更加丰富、问题更加具体、
措施更加有力，突出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其中，家庭建设首次

纳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程、
妇幼健康保护工程、托育服务体系工程首次纳入重点工程，
突显了广东对妇女儿童的关爱保护，也是广东省妇女儿童
事业发展成就的一个有力证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妇
女儿童工作，广东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方面有多项首创和
全国第一：不断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

制度机制，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纳入省委党校主体
班教学计划；省政府全面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率先在
全省中小学全面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工作；率先建立社会
性别统计制度；形成首份广东省社会性别统计报告；全省
21个地市建立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咨询机制；率
先建立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三级数据库；率先开
展家事审判改革；率先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基本生
活保障范围；广州出台全国首部母乳喂养促进条例；深圳
出台了内地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性法规……各地出台一系
列保障妇女民生、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文件，妇女儿童纲
要多项指标领先全国，全省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
调发展。

巾帼建功，团结带领妇女走在前列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国产超算更快、更强、更好，

让科技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今年的广东各界妇女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11周年大会上，中山大学数
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教授、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主
任、全国三八红旗手卢宇彤分享了她与超算的精彩故
事。卢宇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超算领域中
国起步相对较晚，一直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超算领
域的世界竞争既是高端信息技术的竞争，也是综合国

力的竞争，更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中国超算想要超越西
方大国，我们需要超算软硬件技术的全面创新，更需要中
国超算人与时间赛跑，我们必须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去
奋斗。”

卢宇彤是成千上万奋斗拼搏、走在前列的南粤女性
的杰出代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广东省妇联紧扣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局，团结动员广大妇女走
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广东妇女主动融入党和政府发展
大局，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火热实践中，在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社会服务各领域，绽放智慧和光彩，在平凡岗位
创造不平凡业绩。

近日，一个好消息传来，广东高质量完成村（社区）
“两委”换届，女性比例全面提升。据统计，全省共选出
53780名女性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女村委会主任
占比由3.5%提高到7.7%，女村委会成员占比由21.9%提
高到29.4%。与此同时，全省26242个村（社区）妇联同

步换届全面完成，选举产生村（社区）妇联主席26242名，
选出专兼挂副主席共45088名，选出妇联执委共322974
名。换届后，妇联执委平均为12.3名/村（社区），其中超
过11人的村（社区）有9316个，占35.5%。妇女参与决
策和管理的水平不断提升。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广东省妇女发展规
划（2011-2020年）》实施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目标任务落地落实，有力促
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纲要规划提出的妇女
发展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全省妇女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10年来，通过不懈努力，广东妇女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显著提高，妇女身心素质持续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性别
差异基本消除，妇女终身教育深入推进，妇女受教育水平
全面跃升；妇女平等就业成效明显，农村妇女土地经济权
益得到有力保障，妇女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更加充分；妇女
参与决策和社会管理的意识明显增强，参与程度明显提
升，妇女政治地位巩固提高；妇女广泛参与社会保险，享
有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服务均等化，妇女社会保障取得新
突破；妇女文化服务不断完善，人居环境持续向好，妇女
生存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妇女人身、财产、婚姻家庭等合
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妇女全面发展迈出新步伐。广东
省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主要目标已
经全面实现，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关爱儿童，让孩子们共享一片蓝天
5月25日，2021“童心·同心”深港澳儿童友好地铁

专列发车了！“深港澳儿童友好地铁专列”由深圳市妇
儿工委、市妇联主办，从2018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四
届，旨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工作，倡导“从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友好理念。专
列一年一主题，面向深圳、香港、澳门征集儿童彩绘作
品，并于每年“六一”期间，在地铁车厢内集中呈现。该
活动获得广大市民认可的同时，先后于2018年荣获深
圳关爱行动“十大创意项目”，2020年荣获MGM地铁
媒介最佳视相奖。

这是深圳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又一创举。如今
在广东，儿童友好、儿童优先理念不但深入人心，而且
有政策保障和实际举措。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近年
来，广东创新工作理念，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在全
国率先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创建工作，将家庭教育和儿
童关爱职能纳入社区服务功能，逐步在社区建立以家
庭教育为核心的儿童关爱、保护和促进儿童发展的支
持系统。在全国率先把建设儿童友好社区纳入各地
级以上市评价指标体系，制定标准，规范创建，截至
2020年，打造省级儿童友好示范社区447个，建成各
级儿童友好社区（或建有儿童之家的城乡社区）26598
个。

据介绍，10年来，通过不懈努力，广东儿童卫生保
健水平大幅度提升，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学前教育
普惠健康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教育
普及水平持续提高，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大幅提高；普
惠型儿童福利基本形成，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困境儿童社会帮扶救助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儿童的
社会能力不断提升，儿童安全网络体系建设有效增强，
家庭教育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全面普
及；儿童保护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侵害儿童违法犯
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成效显著，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创新发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32项可
比量化指标，广东省儿童发展规划55项可比量化指标，
均全部达标，达标率为100%。

“新时代改革开放动员令已经发出，新时代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最强音已经奏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凝聚起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省人民的磅礴之
力共同奋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许红表示，全省广大
妇女要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
者、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
奋斗者，永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自觉担负
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与全省人民一起再创改革优
势，再领风气之先，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广东省妇联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举全省妇联之力，持续办好妇
女儿童十件民生实事。5月12日，省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许红走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广东民声热线访谈室，介绍省妇联为
造福广东妇女儿童都办了哪些民生实事。

据介绍，广东妇女儿童十件民生实
事解决妇女儿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十件实事包括：继续实施
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提
升女性职业能力；推动“南粤家政”提质
扩容；提高女性健康水平；增强妇女法治
意识；加强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实施

“粤家和”行动；提供家庭教育支持服务；
筹集千万善款援助困难妇女儿童；开展
万场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据许红介绍，广东省妇女创业小额
担保贷款贴息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带动
近100万名妇女创业就业。今年，将提
供小额担保贴息贷款1.7亿元，推动全
省发放贴息贷款10亿元，带动10万名
妇女创业就业，实现人生梦想。

做好家庭工作，是党中央交给妇联
组织的重要任务。为了回应家长对家庭
教育、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等问题的强烈
需求，今年，省妇联将开展万场家庭教育
大讲堂进村居、万场亲子阅读活动，为1
万个0～3岁儿童家庭提供育儿指导服
务。同时，编好一套家庭教育教材，打造
一支师资队伍，建设一批实践基地，形成
家家幸福安康的生动局面。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妇联坚
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重要内容，结合妇联实际，立
足做好本职工作，帮助妇女群众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切实提高妇女儿童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往妇女群众心里走。

38.12% 85.17%

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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