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界 3
2021年7月7日 星期三主编 吴瑛 责编 王德新 美编 颜雪 制作 刘晓禹

不忘入党初心，让党旗在心中高高飘扬（上）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强洪
□ 谈琳 韩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位居民半夜向
我们求助，我们立即组织了一场以‘疫情当
前，如何做好居民娘家人’为主题的线上妇
女议事会，又在线下迅速成立‘娘家人’队
伍，解决居民实际问题。”

日前，在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昙华林社
区妇女议事女能人评选现场，该区紫阳街起
义门社区党委书记、妇联主席魏玉萍分享了
社区妇女议事会的几个典型事例。

魏玉萍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半夜
的求助说起，由此引出一场以“疫情当前，如
何做好居民娘家人”为主题的线上妇女议事
会；百瑞景社区妇联主席王涯玲介绍了百瑞
景社区妇女议事会如何解决问题、治理难题
的经验和操作方法；昙华林社区妇联主席则
从冯晶积极探索如何让妇女议事会成为社
区打开基层治理的“金钥匙”……这场别开
生面的演讲比赛，正是武昌区妇联在武汉市
妇联指导下举办的“议事女能人”评选活动。

“议事女能人”评选活动，是武汉市妇联
为持续推进妇女议事会建设工作，提高基层
妇女群众议事水平和能力，真正发挥妇女参

政议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于今
年开展的“她议事”四个一百、武汉市妇女议
事“故事会”——讲好我们的议事故事等活
动，其中“四个一百”活动即大力寻找100个
市级示范妇女议事会、推荐100个妇女议事
女能人、推选100佳典型妇女议事会案例、
妇女议事会建设率100%活动中的一个场
景。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武汉市
妇女议事会建设自2018年下半年正式启动
以来，经过不断深入推进，2020年底全市社
区（村）妇女议事会建设率已达95.52%，各
社区（村）妇女议事会通过定期组织、民主商
议、集体表决，围绕妇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邻里矛盾纠纷等主题，积极组织妇
女群众开展议事工作，有效扩宽了妇女群众
参事议事的渠道和途径。今年在完成妇女
议事会建设率100%的目标基础上，逐步深
化妇女议事会工作，编印《武汉市妇联妇女
议事会优秀案例集锦》，开展相关活动认定
全市十佳“议事女能人”，进一步充分运用妇
女议事会建设成果，促进妇女议事会建设规
范有序发展。

目前，全市社区（村）已建立示范妇女议
事会149个，申报妇女议事会优秀案例114

个、议事女能人102个，各区妇联也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议事女能人推选活动：武昌区紫
阳街街道提出“三三三”妇女议事诀：即实现
议事主体三个转变，多渠道了解社情民意；
打通议事途径三种做法，多层次协商解决方
案；呈现议事效果三大亮点，多角度展现治
理成效。中南路街百瑞景社区为推进妇女
议事新路径，将“议事协商”融入“社区文
化”。特推进“妇女议事会与街道+社区+小
区+网格+楼栋”五级基层治理体系合成“一
张网”，在小区推广“一楼一队伍，一门一特
色”的“和谐楼栋文化”；洪山区妇联通过现
场情景剧表演的方式，组织社区女性工作者
围绕文明卫生养狗等主题，生动形象地展示
议事过程；汉阳区妇联充分利用“互联
网+”，将妇女议事会在线上进行直播，对发
生在本社区的真实家庭纠纷展开讨论，经现
场充分讨论和表决得出议事结果；青山区妇
联则通过录制微视频，以“噪音扰民”的社区
纠纷事件引入妇女议事会开展联动商议，通
过成立巾帼宣传队、巾帼志愿服务队来解决
邻里纠纷；硚口区妇联组织“议事女能人”开
展演讲比赛，提高基层妇女群众的议事积极
性，帮助其拥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话语权。

记者在武汉市市妇联6月29日举办的
“妇女议事能力培训班”上看到，培训班邀请
华中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特聘专家、湖北省卓
越班主任培训班讲师、长江教育研究院特聘
专家余婧老师为各区妇联推选的“议事女能
人”进行分专题授课培训。余婧老师结合自
身工作经历，向大家传授讲好故事、议好故
事的方法和技巧，现场，余婧特别指出，好故
事要见人见事，好故事蕴藏着伟大的时代实
践，赋含着美好的价值内涵。

目前，武汉市妇联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
记“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的殷殷嘱托，
将持续深入推进妇女议事会建设，举办寻找
全市“十佳”议事女能人活动，进一步激发妇
女民主参与意识，提高议事能力，引导妇女
积极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妥善解决矛盾
纠纷，帮助基层妇女解决最关心、最现实、最
直接的利益问题，努力做到总书记所期望的
那样，“始终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切实发挥妇联组
织优势，不负时代使命，带领全市妇女群众
为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贡献巾
帼力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李曦 发自济
宁 仲夏的清晨，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老砦镇双
河村陈香莲老人家显得格外热闹，鱼台县妇联
组织的开展“传承稻改精神 创建美丽庭院”党
史教育微课堂进“美丽庭院”活动正在进行。乡
镇、村妇联主席及妇女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认
真倾听当时被誉为“双河八姐妹”之一的妇女大
队长陈香莲讲述那段可以融入鱼台县历史发展
进程的“稻改”岁月，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党史学
习课堂。

从农家小院里流淌出的“稻改
精神”

“‘稻改’那会儿，,俺们每天和男劳力一样
参加挖渠、种地等集体劳动，还半夜起床上肥、
除草，唱着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互相鼓劲
儿。开垦‘北大淤’苇荒地的时候，正赶上冬天，
穿着小布鞋蹚着碎冰、踩着苇茬子劳动，鞋被刺
穿扎到脚上根本感觉不到疼……承包了8亩试
验田，稻子丰收后，就把粮食全都无偿给了生产
队……”

回忆“鱼米之乡”的发展历程，陈大娘时而
笑容满面、时而声泪俱下，微风拂过老人坚毅的
面颊，把大家带进那段难忘的历史。在场的姐
妹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大家在回忆那段难忘
的峥嵘岁月的同时，赞叹党的伟大，鼓足新时代
奋进之力。据了解，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

“稻改”让鱼台从“北大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北大仓”，在“稻改”中涌现出的“双河八姐妹”
更体现了鱼台妇女敢于担当和勇于奉献的精
神。为了让“稻改精神”更好地教育妇女，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鱼台县在妇联全县各镇街、
村组织了不下80场这样的庭院微课堂。

“尼山红嫂精神”印在心里，人
民群众的事办在实处

在中心店镇郝家沟村的樱桃园前，一场“学
党史·颂党恩”喜迎建党100周年活动正在进
行，邹城市妇联组织的女企业家们在田间地头
聆听中共邹城市委党校讲师胡亚君的“田间党
课”。“饱经苦难且富有传奇故事的尼山区抗日
红嫂周庆春，把讨来的饭食悄悄地送给八路军
伤员和病号，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组织妇女
做军衣、纳军鞋，运输伤员。姐妹们，抗日战争
的硝烟和烽火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红嫂周庆春
的传奇故事依然在鲁南大地传颂，让我们懂得，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革命先烈以及无数
像周庆春这样的红嫂用青春、鲜血甚至是用生
命的代价换来的。”胡亚君老师娓娓道来，在场
的女企业家们深刻体会到红嫂们顽强拼搏的革
命奋斗精神，纷纷表示要在党史学习中汲取创
业创新前进的力量。集中学习活动结束后，女
企业家们走进郝家沟村硕果樱桃园开展爱心助
农活动，当日上午订购樱桃达1500多斤，有力
助推了郝家沟樱桃销售。“妇联组织的这种党史教育微课堂是鲜活
的，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般领悟红色精神，激励干事创业和为群众
办实事的信心和力量。”全国三八红旗手、邹城市女企业家协会会
长、山东绿鑫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臧永芝动情地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济宁市妇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挖掘红色精神、创新活动
载体，组织开展了“百名优秀女性讲党史故事”、“颂百年风华 传红
色基因”亲子阅读推广等丰富多彩的宣讲宣传活动，在全市妇女群
众中掀起学习党的历史、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热潮。

“‘通过充分挖掘济宁丰富的红色资源，以‘庭院课堂’‘舞前微课
堂’等更加接地气的宣讲方式，让广大妇女学史懂史、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将精神感悟转化为奋斗前行的力量。”济宁市妇联主席李
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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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发自南京 7月6日上
午，江苏省城镇妇女“巾帼建
功”活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在宁召开，江苏省副省长齐家
滨出席会议并讲话。

齐家滨充分肯定“巾帼建
功”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重要贡献，要求对照习
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苏的“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时
代使命，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女
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起时代
赋予的重任，争当新时代科技
强省建设的引领者、推动者、
实践者。

齐家滨强调，省“巾帼建
功”活动领导小组要强化统
筹协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
明确任务分工，加强工作会
商，定期协调推进重点工作、
重点项目，推动重点任务落
细落实。要强化政策引导机
制，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快
研究出台江苏省贯彻落实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实施意
见。要强化推进落实机制，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
女性工作者的主动性，激发
广大企业的创造性，树立模
范典型的示范性。要强化服
务保障机制，聚焦专业发展
需求、生活服务需求、社会参
与需求，不断提升为女科技
工作者服务的能力。

武汉妇联助“议事女能人”在基层“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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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好人搭好台唱好戏

□ 黄晴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顾从
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
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我们的党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奋图强，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我为党一百年来的卓越辉煌感到
无比骄傲自豪。我出生在战争年代，成长
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
健康成长，感恩党的培养教育、人民的哺
育、祖国的伟大时代机遇。

农村劳动锻炼 坚定为人民
服务

在20世纪60年代，中央决定在全国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我
上大学时，要求大专院校部分学生下乡参
加“社教”工作。我和同学们作为工作队员
被分配到遂平关王庙公社，进村入户访贫
问苦，扎根群众开展工作。按照要求，工作
队员要坚持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
同住同劳动）。我住进一位出身很苦、家境
很穷、朴实厚道的刘大爷家中，他家夫妻二
人两女一儿三间破房两张床，我去后就和
他两个女儿挤在一张小床上分两头睡。到
冬季由于天冷家贫无法洗澡，也没衣服换
洗，大人孩子身上生了虱子，不久我也染上
了，身上奇痒，皮肤都抓破了。大爷家红薯
是主粮，常常是蒸红薯、煮红薯，吃到红薯
面馍、杂面面条就感到很好吃。大爷一家
人对我很好，怕我下地干活挨饿，总让我多
吃点。我们每天晚上加班开会，早上天刚
亮就挎个粪筐去拾粪，也不怕臭不嫌脏。
在八个月的社教工作中，艰苦环境的磨炼、
严明的纪律要求，特别是和生活在社会底
层可亲可敬的贫苦农民朝夕相处的日子，
让我深受感动、受到很大的教育，真心希望
并相信老乡们以后的生活能得到逐步改善

提高。
196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岗位工作

不久，要求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要下放农村
劳动。此后五年多，我先后下放到豫南农
村公社和农场劳动。到潢川付店公社后，
与农民同吃同劳动，住的是一间茅草屋女
生集体宿舍。豫南农村在种麦、收麦特别
是插秧、收稻的大忙时节，农活很苦很累，
插秧时一垄下来腰已经酸痛得直不起来，
在水田里时常被蚂蟥叮咬小腿流出血，这
些苦和累我都咬牙坚持下来。那时农民生
活苦、伙食差，但群众待我如同亲人，有点
好吃的总要给我送饭到田间地头。有一
次，生产队长让我去县城联系买种子。我
骑一辆没有刹车的二八大梁破旧自行车往
返170多里路，返回途中下起了大雨湿透
了衣服，路面坑洼不平摔倒在地，手脚都磕
破了。到天黑赶回时，看到生产队长和乡
亲担心我，打着一支手电筒到村口等着
我，那种家人的亲情温暖我至今不能忘。
公社是社会最基层单位，人员少，任务重，
条件差，工作难度大。公社看我劳动踏实
肯干，是个学生党员，有时就派我协助公
社干部做些具体工作，也从中得到学习和
提高。

五年多的劳动使我这个城市长大的青
年人有机会较多了解到农村基层状况，了
解了百姓的疾苦和所需所求，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党教导我们，青年知识分子要与
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大学时参加“社教”
及毕业后农村几年的劳动锻炼，我被农民
的勤劳坚忍和付出、淳朴善良和智慧深深
感动，看到农村生产的落后、农民生活的艰
辛、农村基层干部的艰难，我对民情、社情
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一直激励着我
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多干
事、办实事。这些年的生活历练、思想认识
的提高，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终生难忘，
终身受益。

牢记入党誓言 永远忠于党
的事业

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早在我青少
年时代，心目中的党就是神圣而伟大的。
上中学大学是学生团干部，在党的教育培
养下，我于1966年3月大学四年级时在同
学中首批入了党，至今55年。我永远不会
忘记，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铮铮誓言，历历在目。
当时心情非常激动，我想到无数革命先烈
流血牺牲，父辈革命战争年代历经艰辛，从
内心深感我们的幸福生活实在是来之不
易，一定要倍加珍惜。五十多年来，我无论
是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压制或是在分配工
作后下放农村农场劳动，无论是作为基层
干部或是走上领导岗位，无论在职工作或
是离岗退休，不忘入党初心，践行入党誓
词，竭心尽力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在中组部、全国
妇联工作及退休后，由组织安排，有幸作为
观礼嘉宾先后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50周年、60周年和70周年大会和活
动，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东临观礼台观
礼。每次观礼，我都心潮澎湃、非常激动，
为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感到无比
骄傲和荣光。

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
重要讲话：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
年来的艰苦卓绝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历史巨变。2009年10月1日，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
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60年来，全国各族
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
方。特别是2019年10月1日举行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70年来，全国各
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
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
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
伐，在新的征程上，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随
后举行了振奋人心的盛大阅兵仪式和激情
澎湃的大型群众游行，有力地彰显了国威
军威，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鼓舞。

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大
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以后，
认真学习感悟党的苦难辉煌历史，使我更
加深切感受到我们的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
民携手同心汇聚起的磅礴力量，更加深切
地感受到100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
得的光辉伟业。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在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完成了
消除亿万群众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
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伟大的抗疫斗
争中，党和国家坚持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
价抢救患者生命，取得了抗疫伟大胜利，成
为世界各国的典范；在广大群众创业就业、
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教育科技、环境保护
等各方面，我们亿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很大提高，我
深刻感悟到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人民至
上”的执政理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之基，民族之
魂。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是党的儿女，要始终以赤子之
心忠于党，以奉献之心为人民、报祖国。

（作者系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永远跟党走 ——见证党领导下的百年妇运

竹梅（左）和母亲一起竖起大拇指，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6月23
日摄）。 2017年的秋天，对安徽省望江县女孩杨竹梅来说，可谓悲
欣交集。还沉浸在被安徽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喜悦中，却收到
母亲突患重病的消息。母亲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陪护。杨竹梅申
请了休学，和哥哥带着妈妈辗转多个城市求医。哥哥的身体也出了
问题，但杨竹梅并不放弃，她扛下所有，自己打零工补贴家用。当地

政府得知情况后，为其办理了低保。县民政部门还为杨竹梅的母亲
发放了补助。如今，杨竹梅又面临一个关口：若再拖延一年，研究生
学籍就将注销。学校了解到她的近况，为她争取了4000元的救助，
不少老师、同学和老乡也伸出援助之手。这些善意和关怀杨竹梅铭
记于心。每当夜深人静母亲睡后，杨竹梅便拿出书本，在病床边学
习。目前，她已学完一部分课程。 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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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高怀彪的父亲名叫高著显，山西祁县人。1937年10月被任

命为一二九师晋中游击队第六支队第一中队副队长。同年11月，
高著显带领游击队经由黎城东阳关，转战到涉县、武安、磁县等地
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在攻打磁县光禄车站时，高著显为
了掩护战友，身上多处负伤，满口牙齿也被敌人打掉。“父亲是我人
生道路上的榜样。作为一二九师军人的后代，从小对解放军有着
深厚的感情，年轻时就开始收集红色革命相关物品。”高怀彪对记
者说。

高怀彪收藏的一本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成
了家里最为珍贵的宝贝。他把照片选集用一面红旗包着，珍藏在
箱子里。几次搬家，高怀彪总是把照片选集先放在箱子里，防止丢
失。

20世纪70年代，高怀彪担任厂里的放映员，他开始留存电影
海报，一坚持就是多年。《大渡河》《激战无名川》《南海长城》《第十
个弹孔》《火红的年代》《智取威虎山》……100余幅电影海报成了
他珍藏的红色物品。

收藏的红色物品是高怀彪的心头所爱，但如果能发挥它们更
大的价值，高怀彪很愿意“大方”分享。

2007年12月，高怀彪拿出了收藏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
在社区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4周年图片展。当时社区里不少
居民都来参观，很多人受到感染。“我会坚持把红色文化展览办下
去，让更多的人缅怀、纪念为我们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前辈，让这
些收藏品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高怀彪说。

2017年7月，为庆祝建军90周年，高怀彪将珍藏的100余幅
革命电影海报通过编辑整理，图文并茂地在陵西南社区进行了展
示。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怀彪和李书芹又利用
两个月时间，把革命传统教育和双百英雄模范人物结合起来，共绘
制出25块红色故事展板，先后在陵西南社区、干河沟社区、邯峰社
区巡回展出，用红色文化感召辖区居民牢记历史。

退休后的高怀彪主动承担起辖区的十几块黑板报制作。“不管
刮风下雨，他都坚持出板报，月月更换，时时宣传党的政策。”李书
芹说。

高怀彪和李书芹深入农村、社区、家庭、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义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宣讲已十多个年头。同时，还经常利用节
假日时间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讲述红色收藏中的英雄人物和英
雄事迹，引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今年3月，他们
带领社区的孩子们到武安，实地观看太行山抗战的现场演出，让孩
子们真实感受硝烟弥漫的战场，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是想
让后人记住我们国家的苦难史，珍惜现在，好好读书，长大了为祖
国建设贡献力量。”

党章、革命圣地、英雄人物、红色经典影片介绍，高怀彪用通俗
易懂的形式把党的光辉历程串联起来，分享给每一位观者。小堤
村村民刘彩虹听后感慨地说：“以前上学时粗浅地学过革命史，今
天听了高老师的讲解，进一步了解了我们的党多么伟大光荣，始终
为人民谋幸福。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听党话、跟党走，做
好自己的工作，经营好小家庭，也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展览现场，高怀彪、李书芹和妇女群众在一起挥舞着国旗、
党旗，高亢地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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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