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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展环境新

耕耘扶贫
成就我的人生

权益维护有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将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妇
女全面持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聚焦民生实事，全力推进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10年来，甘肃省
妇女儿童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2020年全省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陇原儿女历史性告别
贫困，与全国人民共同迈向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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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尹建敏：

“每当遇到困难时，想想朴实的东乡
族百姓期待，我的身上就有了一种力量。看
着大棚里的一个个菌棒,我对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在说起几年来扶贫过程中的
感受，尹建敏语气坚定。

尹建敏是甘肃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8年，在甘肃省妇联组织带领下，尹建敏踏
上了扶贫之路。

定西市漳县是2018年尹建敏扶贫路上的第一站。在
漳县，尹建敏发现当地农民致贫重要原因是这里缺少支柱
产业。结合漳县地理环境、气候，尹建敏与自己的技术团
队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率先试种5万棒高原黑木耳，并获
得成功。2018年5月，尹建敏注资500万元成立漳县鑫
源菌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建成投产后，先后投资种
植150亩黑木耳，并举办木耳实用技术培训班10期，培训
贫困人口1000余人次。截至2020年底，解决当地贫困户
300余人就业，其中妇女200余人，累计分红70余万元。

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
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属于全国深度贫困
县。2018年下半年，尹建敏带领团队将扶贫主战场转
往这里，在东乡县，尹建敏历时1个月，先后走访9个乡
镇、40多个村，拜访100余户贫困户。

在走访过程中，尹建敏了解到，这里的很多东乡族农
村妇女平时主要是在家照顾老人、孩子，鲜有出门就业的
机会。封闭的大山，落后的生存发展环境对东乡的妇女
是一种无形的束缚，这使得尹建敏萌生了一定要把扶贫
工作坚持下去的决心。

经过与地方干部、群众 30余次研讨、碰头商讨，
2018年，尹建敏投资成立东乡县伊东羊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改建那勒寺镇南门村100亩肉羊繁育场，新建果园
镇李坪村330亩万只良种肉羊繁育基地。

几年来，尹建敏的公司连续为东乡县各乡镇5000余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投放种羊2万余只，带动12个行政
村、6个养殖专业合作社规模化养殖。公司与当地形成
了“龙头企业+乡镇+行政村+基地+农户”的“东乡”模
式，并成功打造了“东乡贡羊”民族品牌。同时，在培训
4000人次养殖户的基础上，带动合作社10个，带动1万
多贫困户稳定脱贫。

马安果是一名东乡族妇女，几年前尹建敏第一次见
到马安果时，害羞的马安果还只敢躲在门后面看她。
如今的马安果已经成长为尹建敏公司的一名优秀员
工，她和丈夫一起在公司上班，大方自信的她和几年前
相比恍如两人。

“自从来到公司上班，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俺们
家盖了新房，连养的羊都有房子住了，天天开心的想
笑！”马安果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尹建敏还投资3800多万元成立东乡族自治县
伊淼食用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新建日产6万袋的黑
木耳菌棒加工及种植产业园扶贫项目。在东乡县高
山乡布楞沟村新建黑木耳种植基地1个，吸纳解决
了200多名东乡族妇女在家门口就业，每天有固定
收入150～200元。2019年以来，以农村妇女为
主，举办黑木耳种植技术培训班10期、1500人
次。2020年率先带动3个乡镇3000余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带动合作社20个，累计为建档
立卡户分红148万元，支付土地流转费12.8万
元，扶贫效果初步显现。

“几年前我来到漳县、东乡族自治县，那
时候我想的是要解决这里的留守妇女和富
余劳动力脱贫致富的问题，今天黑木耳产
业终于落地漳县，也带富了一方百姓，作
为一名民营女企业家，能在乡村振兴中
尽一份力量，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
豪！”尹建敏说。

“每天来扶贫车间上班的女职工有100多人，她们大都是来
自县城附近农村的陪读妈妈，在这里上班既方便她们照顾孩子，
还能赚到一份收入，她们现在平均月工资都在2500元以上。”6
月14日，甘肃陇南市西和县美辰公司的负责人卢美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甘肃陇南市西和县美辰公司是一家集服装设计、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也是妇联组织扶持的一家巾帼
扶贫车间。

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大局，甘肃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的精神，在2020年实现了包括西和县在内的最
后8个贫困县的脱贫摘帽，喜迎小康。

2019年，甘肃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关
于深化“巾帼脱贫行动”促进贫困妇女脱

贫的意见》，从就业支持等6个方面
制定支持妇女脱贫的具体政策措施，

并将其纳入党政扶贫开发成效考
核体系。2018年以来，甘肃省把

扶持创办扶贫车间作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吸纳贫困妇女就
近就地稳定就业增收的有效
措施，截至2020年全省建成
各类“巾帼扶贫车间”472个，
就业妇女30701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妇女11937人，人均
月收入2000元以上。2018～
2020 年，全省累计开发公益

性岗位安置就业人员 10.3 万
人，其中女性约占三分之一。

在脱贫攻坚这场持久战中，
甘肃省在帮助妇女创业就业过程

中，通过创新走出了一条“资金扶持—发展产业—技能培训—
创业增收”的有效路子。全省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累计发放
330.34亿元，扶持72.75万妇女创业增收；2011～2020年，累
计投入资金5625万元，培训输转陇原妹3.79万人，人均月增
收4000元以上；投入资金9500万元，开展劳务品牌技能培训
11.65万人；投入资金4805万元，建立巾帼脱贫示范基地、贫困
妇女种养业基地 409 个，带动 10.45 万名妇女脱贫致富；
2015～2019年，投入资金5000万，培树“陇原巧手”及骨干
20.67万人，人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针对特殊困境妇女，2011～2016年，省市两级组织部门共
筹措资金1636万元，支持妇联组织举办农村“两癌”贫困妇女创
业技能和康复能力培训班56期，帮助2845名“两癌”贫困妇女
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康复能力，增强生活信心。其后，甘肃省委
组织部、省妇联等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58个贫困县17个插
花县开展妇女“两癌”普查救助工作的通知》。2018～2020年，
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将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纳入为民办
实事项目，各级财政共投入资金2.62亿元，219.79万农村妇女
受益。2021年又将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并覆盖城镇低收入适龄妇女。2012年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率先实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2014年增加贫困残疾人生活补
贴。开展残疾妇女再就业工作，安置1万多名残疾妇女就业。

社会救助是扶贫帮困的另一个有效手段，甘肃省一方面认
真实施学前教育减免保教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
等政策。从2016年起，在免除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保教费的同时，甘肃省对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入园幼
儿再减免1000元的保教费。2016年以来，累计发放学前、义务
教育、普通高中资助资金100.05亿元，受益学生908.49多万人
次。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习营养改善计划全省农村学校全覆
盖，2016年以来累计受益学生851.5万人次。

“‘巾帼家美积分超市’运行以来在我们乡确实引起
了变化，首先是村容村貌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次是村
民们精神面貌的变化，特别是之前的一些后进家庭，现在
参与劳动生产、村上的活动特别积极，变化特别大！”日
前，甘肃定西市漳县的一位乡党委书记这样评价了甘肃

省妇联“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巾帼家美积分超市”是甘肃省妇联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

一个有效案例，2018年以来，甘肃省妇联依托在全省建立的
6016家“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引导妇女和家庭以自强、善行
换积分、得褒奖，凝聚向上向善、爱国爱家的精神力量。仅
2020年就组织全省400万户家庭参加“巾帼共建美丽家园清

洁行动”，命名省级“美丽庭院”示范村100个、示范户1000户，
带动各地命名“美丽庭院”示范户23.2万户。
“十三五”以来，甘肃从乡村到城市人居生活环境不断美化，人

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全面完成
空气质量巩固改善年度目标任务，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步增
加。省住建厅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把妇女儿童住房需求纳入重点保障范围。仅2020年以来，甘肃
省水利厅投资26亿元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保障130
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例为93%，比2010
年提高34.18个百分点。省农业农村厅加快推进农村村容村貌整治，

改建新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58万座。
女性参政议政比例不断提高，女性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2020年省政府、市州政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
的班子比例全部达到100%，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的
班子比例达到93.02%，比2010年提高了8.14个百分点。2020
年全省有女性成员村委会的比例为100%，村委会、居委会成员
中女性比例为36.21%、75.21%，分别比2010年提高14、22.81和
32.71个百分点；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为14.63%，比2010年提
高13.67个百分点。

2020年全省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的女性为95.8万人，比
2010年增加62.96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女性为1197.6万人，比2012年增加949.53万人；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人数为127.2万人，比2010年增加
53.5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人数为698.96
万人，比2010年增加554.11万人，逐步实现城乡妇女养老保险
参保全覆盖、待遇全享受。

女性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比重不断提高。2020年企业董
事会中女职工董事占职工董事的比重为32.41%，比2010年提
高了10.12个百分点；企业监事会中女职工监事占职工监事的
比重为35.85%，比2010年提高了10.12个百分点；职工代表大
会中女性比例为26.67%，比2010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

“和合之家以‘辅导干预四件事、法律维权三张卡、互动交流两个群、主题宣传
一堂课’为内容，多年来共接待夫妻10628多对，劝和率达40%。”不久前，甘肃省

妇联“汇聚幸福·和合之家”工作模式进入全国“基层治理优秀案例”前30名，这是近
年来甘肃省各级妇联积极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的一个典型案例。
“十三五”以来，甘肃省妇联及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源头维权，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多部

门联动加大执法保护力度，法律援助服务不断优化，全省妇女儿童权益维护不断得到加强。
2014年1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甘肃省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实施意见》，把国策内容细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20项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妇女在参
政、就业、教育、卫生、婚姻等重点领域的性别平等。

甘肃省先后制
定实施了《甘肃省

残疾人保障条例》《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甘肃省无障碍建
设条例》《甘肃省社会救助条例》《甘肃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办法》《甘肃省残疾人就业办法》《甘肃省促进女性公平就业
工作的意见》《甘肃省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甘肃省实施〈中国
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方案〉的通知》《甘
肃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关于积极推进教
育扶贫工程实施意见》等。这一系列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有力地推动了妇女发展规划的实施，从源头上维护了妇
女的合法权益。

2011年以来，全省共有65507名妇女获得法律援助。甘肃
省建立受暴妇女儿童救助（庇护）机构99个，得

到救助和庇护的妇女儿童1126人次，
实现了应助尽助的目标。

▲ 广泛开展的“家
庭家教家风公益巡讲”活动，
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送进千家万
户，让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在陇原大地生根开花，以家庭“小气候”温润社
会“大气候”。

孕产妇死亡率

2010年 33.23/10万
2020年 15.07/10万

2020年

96.6%

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有女性成员村委会的比例

2020年

100%
2010年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