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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巾帼心向党 砥砺奋进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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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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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再上新台阶。人口素质和儿童健康
水平大幅提高，健康领域核心指标均提前达到纲要
（规划）目标。妇女常见病、多发病得到有效防治，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至80.87岁（2019年数据），
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9.52/10万，新生儿死亡率、婴
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核心指标分别下
降至1.69‰、2.92‰和4.69‰，孕产妇产前检查率达
98.29%。

教育保障达到新水平。全市各级各类教育实
现协调发展，全市有幼儿园5704所，其中公办幼儿
园2199所，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90%以上，学
前教育普惠率巩固在88.3%以上，“入园难”“入园
贵”现象逐步缓解。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

小学、初中入学率分别为99.99%、99.86%，连续十
年巩固在99%以上。高中阶段入学率达98.48%，高
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由2012年的34.1%提高到2020年的53.3%。建
成市级示范性家长学校590个，建立1.54万个家长
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

权益保护走出新路子。区县110报警中心，街道
（乡镇）平安办、派出所，村（社区）综治中心、警务室家
庭暴力投诉中心，实现全覆盖，设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
工作站1408个，维权服务网络更加健全。52万余名
困难妇女儿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数降
至18万人，均纳入有效监护范围，特殊教育学校达39
所，实现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97.5%适龄残疾儿童如

期入学。建成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康复
机构161家，较2012年数量翻了三番。

发展环境实现新跨越。儿童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不断完善，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儿
童关爱体系更加优化。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
率均超过99%，累计出版各类少年儿童图书超过
1000万册，儿童公共文化服务条件得到进一步改
善。全市累计举办青少年科技竞赛1600余项，青
少年参加科技竞赛超2100万人次。城乡社区建
成妇女之家1.4万余个、儿童之家1.1万
余个，覆盖率分别达100%和
97.68%，儿童之家规范化
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全面小康路上妇女“一个不少”

妇联改革走出“新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重庆市各级妇儿工委及各级妇联组织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对重庆提出的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不断优化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环境，努力推动妇女儿童事业迈上新台
阶。1600万巴渝姐妹与时代同发展、与祖国共奋进，撑起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半边天！

“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走出国门，向世界推荐自己
亲手制作的产品，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重庆市石
柱县中益乡建峰村绣娘张玉芳带着自己制作的手工
产品到新加坡开展非遗宣传时感慨万分。

张玉芳肢体4级残疾，几年前，孩子还小，丈夫重
病，她的家成了精准脱贫的重点帮扶对象。2019年，
张玉芳参加了市妇联的脱贫技能培训，加入绣娘队
伍，现在不仅每月可拿到最高2000元的计件工资，还
成为夏布产品的销售员、非遗传承的讲解员。

脱贫致富的张玉芳只是重庆如期脱贫妇女的一
个缩影。在重庆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重庆市各级妇
联干部、妇联执委尽锐出战，攻坚克难，强力推进三
大工作，助力89.3万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全部如期脱
贫，与全市人民群众同步迈入全面小康。

坚持扶志扶智，贫困妇女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广泛开展“巾帼心向党”“百千万巾帼大宣讲”

“思想政治引领第一课”等主题宣传活动14.56万
场，举办“巾帼脱贫进行时”“决战脱贫 奋斗有她”

“姐妹携手 同奔小康”等主题展、报告会近1000期，
线上线下引领1200余万人次妇女感恩奋进。开展

“巴渝巾帼培训进乡村”“巾帼脱贫技能大培训”“巾
帼培训网络学”2000余场次，受益妇女84.7万人次，
全覆盖有参训意愿和从业能力的贫困妇女。

加大产业助推，贫困妇女群众脱贫根基夯实稳
定。累计培育巴渝“巧姐、网姐、大姐”10.6万名，成
功打造“手工制作、农村电商、家政服务”三大巾帼脱
贫产业品牌。发展巾帼农家乐、巾帼家庭农场、巾帼
专业合作社等2.5万余个，建立国家、市、区县三级
示范性巾帼脱贫基地、巾帼扶贫车间、巾帼家庭工坊
4762个，推动发放妇女创业担保贷款196.67亿元，
扶贫产业到户带动46.7万户妇女增收脱贫。

关爱民生福祉，贫困妇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
著增强。“1+1+N”帮扶模式，投入2172万元项目资
金开展心理团辅个辅，全覆盖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
长。1.71亿元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救助患病妇女
1.28万人。9335万元“爱心体彩·困难儿童重大疾病

救助金”“暖心
关爱包”等项
目资金，温暖
留守儿童、残
疾妇女等特殊
困难群体122
万余人次。筹资
4565万元，在元
旦、春节、端午、中
秋等节日慰问困难
妇女儿童34万人次。
2182万元对口帮扶资金
全面完成开州区对口帮
扶和鲁渝巾帼扶贫协作。发
动240余万妇联执委、巾帼志
愿者参与防疫救灾，服务妇女
861万人次，助力战“疫”战贫
战灾同步推进。

2019年11月，重庆购物狂网络妇联正式成立，
通过选举产生了13名执委，她们都只有一个身份

“资深网友”，现实中她们有的是高校教师、律师、公
务员，有的是资深博主、网络大V。

“购物狂平台近600万女粉丝，为加强对她们的
引领服务联系，我们在重庆市妇联的指导下成立了
第一家网络妇联，让广大女网友有了真正‘娘家’。
记得2019年，观音桥商圈一位疑似精神异常的母亲
带着5个月大的婴儿，母子俩饥寒交迫。我们立即
发挥网络妇联的圈群力量，及时发布事件真实情况
和相关部门对该母子的帮扶救助措施，引导广大网
友纷纷为党和政府点赞。我们就这样当好妇联的

‘耳、眼、嘴’，让广大女网友有困难、有问题想得到妇
联、找得到妇联。”购物狂妇联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购物狂网络妇联是重庆市妇联改革的一个
案例。近年来，重庆市妇联持续在建机制、强功能、
增实效上下功夫，出台了深化妇联改革“6+1”系列
制度机制等20余个改革文件，实施了“三建五亮”行
动，开展了基层阵地规范化建设，有效激活了基层妇
女工作新活力，在改革中书写了合格的“妇联答卷”。

改架构设置，把组织建到妇女身边。为扩大组
织覆盖，重庆市妇联打破传统组织架构，从横向破覆
盖盲区，纵向破延伸难点，立体破构架不全入手，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让妇联组织成为妇女姐妹身边
的“家”，全市建各级妇联组织1.7万个。广泛在城
市楼栋、社区网格、村民小组以及商贸区、旅游景区
等建立各类妇女小组5.6万个。试点推进在下属单

位较多的部门建系统妇联，如万盛经开区所有妇女
人数30人以上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学校全面成立妇
联组织。在女性集中的购物网站、网络作家协会、行
业商会等新领域建妇女组织1188个，扩大引领服务
联系的领域。

改工作队伍，把关爱送到姐妹心里。基层妇联
执委流动性大、持续发挥作用难，一直是妇联改革的
难题。重庆市妇联通过实施“一季一议、半年一述、一
年一评”“三个一”工作机制和“五亮”履职法，落实妇
联执委七个一联系制度，把妇联组织的关爱和服务送
到妇女姐妹身边。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区县
妇联执委组成“姐妹帮帮团”等深入村社区开展疫情
排查252.7万人次；发动基层妇联执委担任“爱心妈
妈”，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解难题，送去党和政府的
关怀温暖，进一步引领妇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改方式方法，把工作延伸到每个角落。出台规
范化管理办法和社会化项目运行制度，常态化举办

“公益新时代凝聚她力量”社会化项目发布会，整合
资金5760余万元，实施社会化项目527余个，引领
服务联系600余家女性社会组织。建立健全预防性
侵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益“五项机制”，婚
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工作机制等，坚持24小时妇女儿童舆情监测，
把维权服务做到妇女群众心坎里。大力实施“家家
幸福安康工程”，贯彻实施《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10万场家庭教育讲座惠及千万家庭，培育115
个全国及市级基地，1.7万场家庭助廉立德活动植廉

于心，绿色家庭创建活动
755万人次参与。

改阵地建设，把服务
做到最后一公里。坚持
特色建“家”、规范管

“家”、常态用“家”，在妇
女之家全覆盖、儿童之家
覆盖达 95%的基础上，
投入2000万资金，统一
标准建设规范化妇女之
家、儿童之家 2000 个。
开展100个示范妇女
之家、100个示范儿童
之家命名工作，探索
妇女之家“五心暖
家”、儿童之家“四
园”模式，提升阵地
服务水平。因地制
宜 建 设“ 妇 女 微
家”，开展微厨
艺、微书法、微阅
读、微艺术等各
类活动30000
余场次，真正
实现服务零
距离、关爱帮
扶无缝隙。

“我看今天
哪个敢动我?”开
州区竹溪镇春秋
村，一个满脸怒
气的妇女挽起袖
子边说边跳上了
正准备施工的挖
掘机，使得征地
拆迁的施工队寸
步难行。这名妇
女情绪激动，是
因为征地拆迁禾
苗补偿没有达到

她的期望，试图阻
止拆迁施工，村镇
干部想尽了办法，她
也不肯配合。眼看
矛盾越来越激化，现
场维护秩序的干部
立即拨通了村妇联

主席任登秀的电话。
任登秀赶到现场，

看见陈大姐，并没有严词
呵责，反而哈哈地笑起
来，她一边笑，嘴里还小

声说着:“陈妹子，快起来，
有啥事跟我说，真要是补偿
不合规少了你的，我帮你
讨。”色厉内荏的陈大姐一
下子软了下来，悻悻地离开
了工地。就这样，妇联主席

任登秀的一笑、一扶、一细语，
春风化雨般地化解了基层矛

盾，从此，陈大姐再也没到工地
上去闹，家里有什么事情也喜欢

给任大姐摆一摆，聊一聊。
在重庆市各村社区，这种借

助妇联执委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以“绕指柔”功夫
化干戈为玉帛，化解基层群众矛盾，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的事例屡见不鲜。

除了要会“绕指柔”化解矛盾的功夫，还要能“春
风化雨”把妇女姐妹们凝聚起来，带领姐妹们增收致

富。原来任登秀是竹溪镇上有名的蔬菜种植大户，当
选为村妇联主席后，积极带领留守妇女、家庭困难妇女

组成“红娘子”互助组一起种菜，成了姐妹们心中的致富带
头人。她利用跟妇女姐妹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机会一起话
家常解困惑，渐渐地成了姐妹们的知心大姐，哪家婆媳不

和了，哪家夫妻闹别扭了，都会来找她评评理。“现在我们都
晓得妇联，还有姐妹微信群，有事情我们第一时间想到找妇

联。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执委说一说，执委真正成了妇女姐
妹的‘娘家人’！”这就是改革后，妇女群众对村妇联的印象。
“以前我这个村妇代会主任，就一个‘光杆主任’，许多工作根

本无法开展。后来，村妇代会改建妇联，把热心又有号召力的妇
女姐妹吸纳到村妇联执委队伍中来，一帮子人在一起，有事情大家一

起商量做，村妇联工作力量增强了，活动也更丰富了，妇联的影响力也更
大了，不管是村‘两委’，还是妇女群众，有什么事都能想到妇联，这让我
们很有成就感。”任登秀自豪地说。

不仅是竹溪镇不仅是竹溪镇，，重庆市各个村社区都通过改革重庆市各个村社区都通过改革，，壮大了妇联队伍壮大了妇联队伍，，将将
辖区内女能人辖区内女能人、、女大户等优秀女性吸纳为妇联执委女大户等优秀女性吸纳为妇联执委，，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分别建立了自己的

““朋友圈朋友圈”“”“姐妹群姐妹群””，，把村里的妇女姐妹都联系起来了把村里的妇女姐妹都联系起来了，，建起了基层妇联建起了基层妇联
工作的最大同心圆工作的最大同心圆。。

张坤琨/摄

◀ 困境儿童
和贫困农村留守儿
童参加“快乐成长
营”体验之旅公益
活动。

◀ 举办
巾帼脱贫技能
大培训手工制
作培训班。

投入2000万资金

统一标准建设规范化

妇女之家、儿童之家

2000个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020年

53.3%
2012年

34.1%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

80.87岁（2019年数据）

妇女之家全覆盖

儿童之家覆盖达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