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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越城区妇联把家庭工作作为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点，把
家庭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阵地，通过“四心家园”建设，全方位打造“越姐
姐”品牌，深耕家庭文明工作

● 越城区各级妇联组织下沉“基层治理四平台”，依托区、镇、村三级纠纷调解
网络和“越姐姐”平安志愿者队伍，与基层网格配备的一名妇女网格员一起，结
合“四必访”要求，及时掌握网格内妇女儿童情况，参与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助力
平安越城建设

深化改革“破难行动”进行时

深耕“四心家园”，打造新时代家庭工作“立方体”
浙江绍兴越城区妇联把家庭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阵地 为

新
一
届
基
层
妇
联
组
织
划
重
点
、明
目
标

山
东
滨
州
创
新
实
施
﹃
双
五
强
基
﹄
模
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今年的端午节，60多岁的王阿姨和柴
阿姨像往年一样忙碌。她们都是“香喷喷美
食团”的成员，逢年过节，“美食团”成员拿出
自己的看家本事，做上几道美食，送给社区
内的孤寡老人，一起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这是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
罗门社区每年都有的温情时刻。该社区是
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老社区，社区老龄化
偏高。剪头发、送午餐、跳排舞……社区构
建的“五邻社”框架中，共有18支服务队，其
中女性占据了80%。

“近年来，越城区妇联把家庭工作作为
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点，把家庭
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阵地，通过‘四
心家园’建设，全方位打造‘越姐姐’品牌，深
耕家庭文明工作。”越城区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谢菁介绍说。

“红心家园”传承红色基因
《回望百年路 逐梦新征程》《从党史中

汲取前进力量》……连日来，越城区妇联班
子成员分别带队赴基层社区，面向一线妇女
群众和基层党员开展“妇联主席讲党史”专
题宣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越
城区妇联以“越姐姐·红心讲团”为载体，组
建巾帼百人宣讲团，开展“传播家风好故事
传递红心正能量”系列宣讲活动，用群众语
言、身边典型，把党的创新理论、祖国建设成

就和家风家教故事送到妇女群众身边。
同时，在富盛镇上旺村打造省、市、区女

性红色教育基地，集中展示红色上旺精神。

“童心家园”厚植家国情怀
稚嫩的小手拿起画笔，画出地图，画出

天安门，画出党徽；观看了抗战影片后，小
朋友们将“小国旗”郑重地插到自制的蛋糕
上……今年“六一”前夕，越城各级妇联开
展丰富多彩的儿童主题系列活动，引导儿
童学党史、感党恩。

吸纳女性社会组织力量，推出“越小丫”
关爱项目，为留守女童打造阅读小书房；发
动巾帼志愿者组成“爱心妈妈”团队，代理一
天“爱心妈妈”，带领孩子们唱红色歌曲、看
红色电影、走红色基地、学红色历史，用红色
能量点亮童年。

线下，围绕“颂党恩、传家风”主线，推出
《家风，在传承中历久弥新》专题线上及线下
讲座，讲述传播爱党、爱国、爱家的家风故事。

“美心家园”绘就美丽图景
5月中旬，在浙江省“传承的意义——

2020年度‘最美家庭’发布活动暨省家庭
家教家风巡讲活动启动仪式”现场，越城区
妇联组织9位创业“越姐姐”，以富有越城
特色的传统小吃、创意糕点及创意手作，向
来自全省各地的姐妹们，展示了越城区创
业女性多姿多彩的创业成果。

推介“最美”使其转化为美丽经济，是
建设“美心家园”美丽图景的目标之一。
越城区妇联带领广大女性和家庭积极围
绕乡村振兴、古城保护的重点，妇联干部
参与农户庭院“清单式认领”，开展“庭院

布置大比武”，举办美丽庭院分享会，激发
女性和家庭参与美丽庭院建设的思维活
力。并推出“越姐姐邀您游古城”旅游线
路，由女性直播推介乡村美食、美景，推广
田园采摘和亲子路线，在推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中彰显巾帼作为。

“安心家园”参与基层治理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繁荣富强

的国，哪有万家灯火，幸福的家……”“越姐
姐”以一曲题为《高扬家风兴中华》的音乐快
板，唱出“越姐姐”深耕家庭文明工作的缩影。

听着快板，灵芝街道妇联主席沈玲利
感触颇深。“‘越姐姐’在基层治理上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我和姐妹们要加倍
努力，以脚步丈量巾帼网格，让‘越姐姐’联
系姐妹‘零距离’、服务姐妹‘精准实’、关爱
姐妹‘无缝隙’。”

她的一席话，道出了越城区各级妇
联组织的心声。她们下沉“基层治理四
平台”，依托区、镇、村三级纠纷调解网络
和“越姐姐”平安志愿者队伍，与基层网
格配备的一名妇女网格员一起，结合“四
必访”要求，及时掌握网格内妇女儿童情
况，参与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助力平安越
城建设。

“深耕‘四心家园’，打造新时代家庭
工作‘立方体’，在践行‘八八战略’、建设

‘重要窗口’、展示‘绍兴风景’中发挥巾
帼力量，以崭新面貌迎接党的百年华
诞！”谢菁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近日，山东省滨州市妇联出台并由
市换届办同步转发了《关于在全市推行

“双五强基”服务妇女儿童工作模式的意
见》，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分别推行“党建
带妇建521”和“1+5+N”（五组一队）工
作机制，为新一届村（社区）妇联组织服
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划重点、明
目标，进一步夯实妇联组织根基，持续激
发妇女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巾帼能量，
建功乡村振兴。

今年村（社区）妇联换届是妇联任期
改为五年后的首次换届，也是进一步巩
固深化妇联改革的重要契机。滨州市妇
联紧紧抓住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契
机，以全市基层妇联组织集中换届为总
抓手，在全市基层妇联推行“双五强基”
服务妇女儿童工作模式，主要围绕建强
组织、建活阵地、培育项目、志愿服务等
方面提出系列举措，切切实实明确了妇
联在参与基层治理中“谁来做”“做什么”

“怎么做”的问题。
“双五强基”服务妇女儿童工作模

式重在强基础、扩阵地、提效能、促服
务，根据城市社区和农村基础条件的差
异和群众的需求特点，设置城区和农村
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在城市社区实
行“党建带妇建521”服务妇女儿童发
展新机制，即健全一个妇联组织、建活
一个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建立一个“党
日共学共议”制度、推出一批服务项目
清单、组建一支巾帼志愿服务队，实现
妇联活动主题化、服务方式网格化，达
到党建引领、妇联服务，社区党建妇建
工作互促共发展的目的；在农村实施

“1+5+N”（五组一队）工作新模式，即
建强1个村级妇联班子，组建用心帮带
组、贴心代办组、走心维权组、暖心帮困
组、惠心宣传组，吸纳N个巾帼志愿者
组成“巾帼红”志愿者服务队，壮大妇联
执委力量，整合优秀妇女资源，延伸妇
联工作“臂膀”。通过城市社区和农村
两种不同服务机制，将全市3.5万名妇
联执委发动起来，有效链接各领域、各
行业、各层次优势资源，最大程度满足
城乡妇女群众不同的服务需求，不断提
升新一届村（社区）妇联班子履职能力，
培养优秀后备妇女干部。

为进一步推动妇联组织嵌入基层治
理体系、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建设、力
量加入基层治理队伍，2020年，滨州市
妇联超前谋划，选点布局，在滨城区、沾
化区试点实施“党建带妇建”服务妇女儿
童工作机制和五组一队工作模式，通过
试点推行，基层妇联组织能量进一步迸发，活力更加凸显，妇
联干部履职干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升。滨城区相继打
造了“朝阳花开”巾帼志愿服务品牌、“五彩绘同心圆 温暖巾
帼儿童”家园品牌、妇女微家和微公益“双微入网”的工作模
式、“人大代表+社会组织”志愿合作机制等，充分让基层妇联
组织“活”起来、“动”起来。沾化区438个村帮助妇女群众尤
其是特殊家庭代办帮办业务4.3万余条，解决农村妇女居家
就业500余人，年增收250余万元，妇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满意度大大提高。

滨州市妇联还将党史学习教育、“妇联执委解民忧、办实
事”活动与“双五强基”工作模式有效融合，实行执委轮值和项
目领办制度，通过“看、听、问、帮、报、想、讲、记”等“8式工作
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进一步激活妇
联能量。截至目前，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产生“一肩挑”
女性198人，7个巾帼党支部；已有1933个村、148个社区完
成妇联换届，实现了妇联执委人人领办一件妇儿实事、村村建
有巾帼志愿服务队，为妇联各项工作落实在基层、服务在基
层、见效在基层奠定了基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河北省香河县妇联执委、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河剪纸技艺传承人丁云梅，创作了系列剪纸
作品，再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表达了她爱党爱国的真情实感。丁云梅希望通过作品和大家一起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辉
煌，激发大家爱党爱国的无限热情。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吴红云 文/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李伶俐

“听到有日军来扫荡的风声，我们就组织
妇女把粮食藏上山，日夜小心看守。”近日，重
庆市永川区妇联全体机关党员与职工走进抗
战老兵、永川首批妇女工作者于文桂老人家
中，围坐在她身边，聆听她讲述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妇女救国会如何发动妇女共同
抗敌的党史故事。

支援抗日 她们做得好布鞋
埋得好土地雷

于文桂1926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小
王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
面侵华，她的家乡成为抗日的前线。1939年
起，年仅13岁的她便开始跟着女共产党员组
织妇女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日。

那时，妇救会组织妇女们悄悄地纳鞋底，
给八路军做布鞋。“我们就你家一双，他家两
双，这样把任务分摊下去，每家不能多，做好
了再悄悄地送过去。”

不仅做布鞋，由于日军的扫雷仪能够扫
出正常的地雷，妇女们还向八路军学习制作、
埋设土地雷。“听说老墙上有泥含硝（一种火
药的原料），我们就把墙上的泥刮下来用水
煮，把硝煮出来。”

在日军全面侵华下，最令大家恐惧的是
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粮食成熟季
节，妇救会会号召大家早些收粮。“满山的高
粱黄了梢，鬼子又来扫荡了，快收快抢快藏
好，鬼子来了找不到。”讲起那段故事，于文桂
哼唱起了这首妇救会编写的歌谣。每当听到
日军扫荡的风声，妇救会就组织大家把粮食
藏到山里、藏进地窖。

1944年，年仅18岁的于文桂经党组织
批准秘密入党，入党后她继续从事党的妇女
工作。

争取解放 她们做煎饼送前
线 用门板抬伤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打响。
1947年，于文桂调到沂水县柴山区任妇救会
会长。这一年3月，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发
动重点进攻，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
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
军进行进攻作战，孟良崮战役打响。

“我们属于解放区，大家对党的路线方针
很清楚，所以对解放战争非常支持。”为支援
解放军，他们发动群众把粮捐出来，用小米、
高粱做窝窝头，用面做煎饼，送上前线。他们
从各个区组织民兵、民妇，抬伤兵、照料伤
员。“那时候担架是不够的，我们就把门取下
来，几个人合力抬，之后就给他们清洗、包扎、

喂吃的。”

解放大西南 她们宣传党的
方针培养妇女干部

1949年，于文桂被调到南京，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也是在这
一天，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被编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于文桂跟随部队启程，
从南京一路行至永川。

到达永川后，于文桂参与到清匪、反霸、
征粮、减租、退押等工作中，并发动妇女开展
学习，解放思想，培养基层妇女干部。于老
说，刚到永川时很多群众害怕解放军，他们便
走近群众向他们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随
着减租、退押等工作的推进，党获得了人民的
信任。

1950年，永川县首次妇女代表大会召
开，1953年于文桂当选妇联副主任。让她倍
感自豪的是，在任期间，她还代表永川县妇联
向全国妇联领导汇报了妇女干部培养的经
验。后来，于文桂还担任过永川县计生办副
主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县人大副主任等，直
到退休。

知史惜今 初心永不褪色
前两年，于文桂将部分纪念章和革命时

期的珍藏捐赠给了永川区档案馆，她在一条

黄油布的捐赠介绍中这样写道：1949年10
月1日，我奉命随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解
放大西南，当时组织上发给我一条黄油布，用
于打背包用，这条油布陪我每天急行军120
至150里路，白天用油布打好背包，夜晚当床
单铺地上睡觉……今天我把它捐出来，希望
用于教育下一代。

听完于老讲述的党史故事，永川区妇
联干部们倍感震撼，向于老谈起她们的感
受。23岁的陈桂玲说，“鲜活生动的故事，
眼前的老兵，历史就在我的眼前，我对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妇女工作从革命时期开始，就受到党
的重视，一路走来，党的妇女工作虽在不同
时期有不同侧重，但为妇女谋解放、谋发
展，凝聚妇女共同建设祖国的初心从未改
变。”永川区妇联主席张小红说，作为一名
妇联主席，听完于老的讲述后，她内心引领
妇女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愈发坚定。张
小红说，前不久永川区妇联依托微信公众
平台，启动了“茶竹姐妹讲党史故事”栏目，
除宣传重大历史时期的党史故事以外，区
妇联还结合不同时期，挖掘出本地党史故
事向妇女姐妹们传播，让妇女姐妹们既能
学习重要党史，又能被发生在身边的党史
故事所感动，引发共鸣。

听老兵讲红色故事忆党史明初心使命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 发自
呼和浩特 6月16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妇
联主办、12盟市妇联协办的“乡村振兴·巾
帼有我——内蒙古十二盟市巾帼助农网
络展销创业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在内蒙古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直播活动优选
了全区12盟市的97种商品，涉及妇女手
工艺品、特色食品、服装服饰三大类目，组
织了7位知名流量网红达人担当带货主
播，通过多家平台面向全国进行直播电商
销售，同时还邀请了内蒙古盟市妇联干部
代表及优秀巾帼代表发声助阵。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本
次活动旨在立足妇联优势，利用电商平
台开展消费帮扶活动，帮助脱贫妇女搭
建内蒙古“妇字号”产品宣传平台，拓宽

“妇字号”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做好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
工作。

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与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北疆布丝瑰助创产业联盟与优秀企业
方代表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助
力妇女创业就业、致富增收，引领带动更
多妇女更好地投身乡村振兴建设。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达古
拉表示，各级妇联组织要把握新优势，贯
彻新发展理念，主动作为，努力打造本地
区“妇字号”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自
治区妇联将持续加强引领服务联系工
作，发挥好“联”字优势，为大家搭好平
台，做好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永远做姐
妹们可信赖和依靠的“娘家人”。

内蒙古启动公益行动搭建
“妇字号”产品宣传平台

网红带货巾帼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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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要用好革命前辈家训、家书、家规以及“齐心协力
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内蒙古本土红色资源和鲜活
生动的教材，围绕庆祝建党百年这条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好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推进理想信念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要紧紧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准确把握家庭教育的中心任务，坚持学校、家庭、社会
共同发力，让孩子从小立志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合格的接
班人。要扎实开展创建文明家庭等活动，用好“五好家庭”

“最美家庭”等文明家庭创建的“畜水池”，把文明家庭创建
不断引向深入。要搭建文明创建活动的社区平台，与文明
社区小区、文明楼院、文明村镇创建相结合，发挥家庭家教
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是个系统工程，需要
群团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力配合及大力支持，您认为
内蒙古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方面应该如何发力？

王晓平：我们要统筹用好各方面资源和力量，齐抓共建
推动家庭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党政各部门和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
与。各级文明委要发挥好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作用，各级党
委宣传部、文明办要加强与妇联、工会、共青团、关工委以及
教育、民政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
成多方联系、各展所长、共建家庭文明的良好局面。要加强
和改进舆论宣传，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发展优势，积极宣传文
明家庭的先进事迹，讲好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感人
事迹，引导人们学习文明家庭、争创文明家庭。推进新时代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责任重大、意义深远。

一直以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将家庭工作作为妇联工
作的重要内容，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妇联组织职能
定位，不断推动家庭工作创新发展，为全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区各级宣传部门和文
明办要全力支持妇联组织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与妇
联组织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家庭工作实现高质量
发展。

总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建设好家
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共筑
社会文明新风尚，共同谱写现代化内蒙古建设新篇章，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谱写新时代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动人篇章

/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妇联组织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