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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创新方式服务“巾帼创业”

“娘家人”搭好台，“妇字号”唱大戏

北京市妇联召开第十四届四次执委会议

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纪念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9月 16
日，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在湖
北省武汉市举办“支持女性应对疫情及
后期经济恢复”项目启动会。本次会议
系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全国妇
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夏杰和联合国妇
女署亚太区域办公室副主任代办萨拉·
尼布斯致辞。武汉市委副书记、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张曙致欢迎辞；湖北
省妇联主席李述永、天津市妇联副主席
贾雪娜、荣程普济基金会秘书长王培培
发言。来自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
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政府部门、社会组
织及女性创业代表等一百余人参加会
议。

夏杰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50周年，在这重要的时间节
点启动“支持女性应对疫情及后期经济
恢复”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中
国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妇女领
域的工作，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全球妇
女峰会和联合国纪念北京世妇会25周

年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
妇女全面发展、深化与联合国在妇女领
域合作指明了方向。全国妇联将与联
合国妇女署和各国妇女组织进一步加
强交流合作，为帮助妇女摆脱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促进经济发展积累有益经
验，为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
贡献。

萨拉·尼布斯积极赞赏中国长期以
来对联合国妇女领域工作的支持，表示
联合国妇女署将继续加强与中国政府
和全国妇联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全球
妇女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社
会发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努力奋斗。

会上展示了武汉市促进妇女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参与经济发展的成
果，两位创业女性代表分享了创业故事
和经验。会后，夏杰与女企业家代表举
行了座谈，充分肯定她们取得的成绩，
鼓励她们积极参与创业创新，为促进高
质量发展再建新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支持女性应对疫情及后期经济恢复”项目
启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耿兴敏 发
自北京 9月16日，北京市妇联第十四
届四次执委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
开。会议传达全国妇联常委（扩大）会
议精神，北京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
雅君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
重点工作任务。

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妇联在北
京市委和全国妇联的坚强领导下，全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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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和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
述，关于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妇女和
妇女工作、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庆祝建党百年这
条主线，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巾帼
建功等活动，推进“我为妇女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妇女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把庆祝建
党百年激发出的巨大力量凝聚起来，围
绕市委“一个开局”“两件大事”“三项任
务”以及“五子”联动的要求，确保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要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格局，
团结凝聚广大妇女建功新征程；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推动
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创新发展；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提
高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
入落实《“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展规
划》和《“十四五”时期深化妇联系统改
革方案》，推动新时代首都妇联工作高
质量发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
推进妇联组织党的建设。

浙江台州路桥妇联联合女企业家协会
发 起 困 难 妇 女 儿 童 帮 扶 金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改改 发
自台州 为贯彻落实好省、市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决策部署，日
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女企业家协会
率全省之先推出总额为100万元的“家
庭助富”困难妇女儿童帮扶金，将专项
用于路桥区困境妇女儿童及家庭、孤寡
老人、残疾人、外来特殊困难人员及其
他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

据悉，该帮扶金由路桥区妇联、路
桥区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发起，由路桥区
妇联慈善分会负责日常管理，善款主要
来源于路桥区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及社
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捐赠。

路桥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浙江保
德安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文玲带头
捐款5万元，副会长、理事及广大会员
积极参与，1000元、2000元、5000元、
1万元、2万元、3万元……理事浙江明
伟油墨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杏芳已捐款
2万元，在读小学的女儿吴若滢、儿子
吴沛航得知爱心行动后主动要求妈妈
将各自省下来的3000元，合计6000元

也一并捐赠。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一
周，101.3万元爱心款已经到账。

根据计划，该爱心帮扶金将直接对
接路桥区新时代“家庭助富”工程，每年
预计支出20~30万元，对路桥区单亲
母亲、留守（流动）儿童、受侵害未成年
人、女童等困难群体，以及因病、因灾等
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妇女儿童家庭开
展救助。

路桥区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罗文玲
表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为妇女儿
童尽一份心力，也是我们女企协的初心
和使命。

路桥区妇联主席汪文菊介绍，目
前，百户困难家庭已经摸排建档，下一
步将组织走村入户走访，摸清各类困难
妇女儿童的家庭需求，通过百岗百家结
对行动、困难“两癌”妇女救助行动、创
业母亲援助行动等爱心行动，以不同方
式分类进行救助，并以“输血+造血”等
形式提高困难家庭的自我发展力，早日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现提速跟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一幅幅设计精巧的剪纸、刺绣作品
美不胜收，一件件造型独特的饰品、挂件
让人眼前一亮……不久前，在大同中国
雕塑博物馆举办的山西省妇女手工创业
创新大赛暨“三晋巧姐”好品展上，展出
的“妇字号”精品让参观者流连忘返。

“这次大赛是全省‘妇字号’的一个
擂台赛，既让我们看到了其他地市姐妹
们的优秀作品，也让我们有了一次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作为大赛的东道主，山
西省大同市妇联主席张丽珍在赛后这
样总结。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近年来，大同市各级妇联组织
以实施“创业创新巾帼行动”为抓手，创
新方式、丰富载体、拓宽渠道，架起妇女
与政策、与资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努
力为妇女敢创新、能创业、创成业提供
更有效、更精准的服务，真正做到了

“‘娘家人’搭好台，‘妇字号’唱大戏”。

着力打造“妇字号”品牌
“没有妇联‘娘家人’，就没有今天

的‘巧娘宫’。”“巧娘宫”创始人刘金萍
每次向来访者介绍合作社发展历程的
时候，总会说起“娘家人”的帮扶。位于
大同广灵县的“巧娘宫”，是一家成立
于2016年的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巧
娘宫”以杞柳、玉米皮、蒲草等原生态环
保材料为原料，制作成独具地方特色、
散发浓郁乡土气息的家居、工艺产品，
远销海内外。

目前“巧娘宫”依托扶贫工业园区，
在全县9个乡镇的30余家扶贫车间建
立了加工基地，逐步形成以“企业+基
地+扶贫车间为网点、千家万户为加工
车间”的产业化格局，已带动3000余名
贫困妇女实现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
1.8万元左右。

杨雪飞是省级非遗“大同结艺”的
传人，儿时的耳濡目染让她从小就喜欢
上了这个很少有人学的技艺。杨雪飞
将千年布艺文化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
起，创新发展出“大同结艺”、盘扣系列、
养生耳枕等纯手工作品600多个品种，
并成立了云州区乡村妇女火山原创生
态旅游专业合作社、新和飞天职业培训
学校、大同服饰文化历史博物馆等，为
上千名农村及社区失业妇女提供免费
培训，其中百余名妇女加入了飞天创意
的生产团队。

“斑斓虎”是大同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布老虎技艺，创立已有14年，研发
了 10类 500 多款产品。先后在平城
区、新荣区、阳高县、浑源县等地开设妇
女培训课程，为300多名妇女传授布
艺、刺绣、编结技能，人均月收入达到
600~1500元左右。由于布老虎制作简
单、上手快，当地妇联希望下一步努力
将其打造成为大同最有特色的非遗手
工艺伴手礼。

作为大同市各级妇联一直帮扶的
项目，“巧娘宫”“飞天结艺”“斑斓虎”等
品牌发展已初具规模，成了当地人耳熟
能详的“妇字号”品牌。大同市妇联在
培训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拨出专项

经费持续支持她们做大做强。以产业
扶贫为重点，以项目推动为支撑，以贫
困地区妇女就业为抓手，大同市各级妇
联在大力发展炕头经济和特色手工产
业的同时，夯实了妇女发展的产业基
础，也创出了“广灵巧娘”“飞天结艺”等
一批响当当的“妇字号”手工品牌。

“天镇保姆”是大同市妇联着力打
造的一个劳务输出“妇字号”品牌。从
2013年创建以来，已累计举办育婴员、
养老护理等初、中级家政服务技能培训
班237期，培训天镇县及周边县区妇女
3万多人次，有8900多名保姆走出大
山，走进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型城市
从事家政服务业，人均年收入4万元以
上，带动4000多个家庭近2万人实现
稳定增收、精准脱贫，成功打造了“天镇
保姆”这块“妇字号”金字招牌。

搭建“妇字号”创业孵化平台
2020年，为了更好地为妇女创业

就业服务，大同市妇联将原有的妇女儿
童教育中心进行了升级改造。升级改
造完成的妇儿教育中心，坐落在大同古
城西侧，集妇女手工展示、体验，家政服
务、技能培训、消费扶贫、电商直播等于
一体的多功能服务中心。

“升级改造后首批入驻中心的‘妇字
号’品牌就有20个。”据大同市妇联主席
张丽珍介绍，作为全市“妇字号”创业孵化
服务平台，大同市妇女儿童教育中心目前
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
用的妇女组织和妇女小微企业。

高一波是大同市天镇县的一名女

大学生，喜欢刺绣的她把传统刺绣元素
应用到服装、箱包、居家布艺等方面，将
老手艺新概念完美结合，设计出很多被
大众喜爱的作品。在大同市妇联的帮
助下，高一波的“卡卡手创工作室”入驻
大同市妇女儿童教育中心。

“妇联‘娘家人’不仅把创业项目扶
上马，还送一程。”如今高一波的“卡卡
手创工作室”，不仅吸纳了一批精通传
统技艺的女能工巧匠，建立了一支优秀
的妇女团队，在妇联的协调帮助下，工
作室还带领万家乐移民新区300多名
贫困妇女居家实现了灵活就业。

在大同市妇女儿童教育中心一层，
有一家“木兰爱心超市”，这家超市集中
展示和销售以木兰文化、北魏文化为内
涵的木兰醋、丝巾、云冈文创产品等。
企业从每一笔营业收入中提取一元钱，
将款项注入“木兰双创基金”中，以“资
本循环”的方式帮扶妇女创业就业。

这正是大同市妇联与山西省妇基会
联合启动的“幸福启航·木兰双创”公益
项目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更大力度
支持妇女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宣传动员
社会力量支持和帮扶妇女创业创新。”张
丽珍表示，项目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支持，已募集近62万元。

“教育中心就好比一个展示平台，
一方面让更多有就业意向的妇女或市
场深度了解项目发展情况，另一方面，
吸引更多的特色项目主动联系或积极
靠拢，这是一个不断吸纳、推广、磨合、
筛选、优化的过程，最终形成良性的互
动和发展。”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李曦
王晓宇 发自济南“‘忠孝传家远 和顺
继世长’，姐妹们，这句楹联的意思是拥
有忠实厚道的品德，家族才能经久不
衰，和顺之气才能够在世间长久流传。”

金秋时节，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一走进山东省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石桥镇
北王一村一户农家小院，立即被门头牌
匾上“天地同和”四个大字所吸引。在不
大的院落内,一块块刻印着孝道、家规的
牌匾、楹联让人肃然，小院门前的石头
上，“孝和”二字赫然在目。伴着院中四
溢的桂花香，和着朗朗上口的村歌，村妇
联主席王玉正带着村里的妇女学习楹联
中的家风文化。记者了解到，这座外观
看似普通寻常的民居其实内有乾坤，藏
品丰富，这里是全国首家设在村的以孝
和文化为主题的楹联家风博物馆。

“我们就是想让村里的群众在楹联
书画中领悟孝和文化的内涵，用孝和文
化涵养好家风好村风。”对孝和文化颇有
研究的北王一村村支部书记王万利对村
里这个“宝贝”津津乐道。通过与中国楹
联学会合作，家风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

优秀孝和楹联160余幅，精致小巧的农
家院的每一个房间、过道都布置了满含
家风文化的楹联，不时有来自各地的团
体、个人慕名而来，参观拜访。这座建在
村里的家风博物馆成了大家学习孝和文
化、弘扬好家风的最佳场所。

“在这个村，孝和文化已经逐渐融
入了妇女群众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原来
村里的一些不文明现象、邻里纠纷变少
了，尽孝行善已经普遍成为村民的自觉
行动。大家坚信好家风可以滋润心田、
培根铸魂、立德树人。”太白湖区妇联主
席冯丽媛介绍。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近年
来，济宁市妇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注重”要求，发挥孔孟之乡优秀传
统文化优势，从细微处着眼精心打造各
具特色的村级“微家风馆”，开展“好家
风好家训”征集评选活动，全市征集好
家风故事、好家训4000余条，建立或命
名家风馆、家庭家教家风实践教育基地
50余处，让优秀家风文化在基层群众
身边生根发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广大
家庭践行新时代家庭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乔虹

“超越自我，为国争光！”电话那
头，马佳用八个字来总结自己刚刚结
束的东京残奥之行。

这是患有先天性视力残疾的她第
一次参加残奥会。

在取得了两金一银的佳绩、经历
了金牌失而复得的波折后，23岁的马
佳接受采访时笑称，自己的东京之行
可谓“收获满满”，并霸气十足地说，

“我还能游得更快！”

重赛
接到重赛消息的那一刻，马佳说

自己还是有点“懵”。
8月27日，东京残奥会女子50米

自由泳S11级比赛中，马佳以29秒46
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斩获了她人生
中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但随后因有选手提出申诉，马佳
的这块金牌与另一位中国选手李桂芝
所获银牌都暂被收回，组委会决定重
赛。

重赛，令很多人气愤不已。
但马佳自己很快冷静下来。

“不就是再比一次吗？比就比！
有实力在，我不怕！”年轻的她，自信而
执着。

马佳迅速调整状态，重新投入赛
前准备中。两天后，29日晚，马佳和
李桂芝再度包揽了前两名，而且这一
次她游得更快——马佳以29秒20再
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比第一次比赛的
成绩还要更快！

毫无争议！马佳重新拿下了金
牌，以绝对的实力证实了自己！

“重赛让我更加拼尽全力！”马佳
愈战愈勇。随后，在女子200米混合
泳SM11级决赛中，她再夺一枚金牌，
同时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在女
子100米蛙泳SB11级决赛中，马佳
夺得了一枚银牌。

东京残奥会上，马佳获得了两金
一银的佳绩，也将中国残疾女运动员
顽强、自信、阳光的形象展示给了世
界。

拼搏
“努力就会有回报！”电话那头，

马佳的声音坚定不移。
东京残奥会上，每一枚奖牌的背

后都凝结着残疾运动员们所付出的远
超常人的艰辛与努力。马佳也不例
外。

八年前，第一次跳进“茫茫的泳
池”，瞬间被无边的恐惧与黑暗所包
围，14岁的马佳放声痛哭。

但她并没有放弃。
起跳、入水、击水向前……日复

一日，在泳池中翻腾，从“畏水”到“水
是我最好的朋友”，马佳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她一直在为梦想而
拼搏。

为备战本届东京残奥会，马佳在
杭州集训了近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春
节里，她只能通过电话向远方的父母
拜年。虽然撂下电话，她也常常会忍
不住“掉下想家的眼泪”。

训练是枯燥且辛苦的。因为眼睛
看不到而不断地磕碰、受伤。痛是痛，
但马佳咬牙坚持。

蛙跳、爬楼梯、跑步……为了加强
体能，每天在常规训练后，马佳都会主
动额外“加餐”。

一次次训练比赛中，马佳也在一
次次突破自我。虽然命运夺走了她的
光明，但她说：“人可以有残缺的身体，
但不会有残缺的生命。”

支持
采访时，马佳正在回国隔离中。
即使还不能回到熟悉的泳池，但

马佳也没有片刻的停歇：严格按照训
练时间表，利用辅助器械在房间内加
强体能锻炼，为十月举行的全国第十
一届残运会积极备战，“国内的姐妹们
实力都很强，我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她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

隔离期间，马佳获得了全国妇联
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等，这让
她高兴了好一阵，“一路走来，我一直
在受到国家还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
助。”她说。

从体育赛场到人生赛道，夺得残
奥会冠军是马佳人生的高光时刻，也
是开启新的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训练间隙，马佳开始思考自己未
来的人生道路。她想进入高校继续
学业，在训练的同时，能够学习更多
的知识，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能够
以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去证明“残疾
人一样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
献”。

山东济宁把家风馆建在最基层

残疾游泳运动员马佳：

我还能游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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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1年8月25日，日本东京，2020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女
子个人佩剑A级决赛，中国选手边静夺金亲吻金牌。 IC photo供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近日，一条东京残奥会上的视频因感动而广为流传：
北京时间8月25日晚，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女子佩剑个
人赛A级金牌赛战罢，中国体育代表团轮椅击剑运动员
边静获得金牌后，主动上前帮助鲁吉亚选手尼诺推行轮
椅。这一举动被媒体赞誉为奥运精神的最好诠释。

对于这一自然而然的小举动所产生的大效应，边静
也很自然地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解释：“台上是对
手，台下就是朋友”。

1988年3月10日，边静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
邳城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岁时，她因患小儿麻痹留下
了后遗症。2006年9月，她进入邳州中等专业学院就读
电子商务专业。

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开幕，世界瞩目。一天中
午，放学回家的边静打开电视观看奥运会直播，中国女子
击剑运动员谭雪的身影一下子吸引住了她的目光。“那身
衣服、那把剑，尤其是女运动员在赛场上释放出的那种霸
气，都让我感觉特别飒，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击剑这项运
动。”边静说。

此后，现在的队友、师姐周景景，将边静介绍到了上
海轮椅击剑队。没有运动基础、更没有击剑经历，自己能
否顺利走上这条路？边静心中也非常忐忑。三个月的磨
合试用期后，本不抱太大希望的边静，得到了当时教练的
肯定，最终她留了下来。

2010年全国锦标赛女子佩剑个人金牌，2011年加拿
大世界杯女子佩剑个人金牌，201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女
子佩剑个人金牌，2020年日本东京残奥会女子个人佩剑
金牌……很快，边静用一枚又一枚金牌，证明了自己的努
力和实力。

12年来，伤病不断，挑战和困难不止，边静对自己也
曾产生过怀疑，想过放弃，但是“心中又有好多的不舍”，
为了坚持下去，她“每天早上起来都给自己打个气，给自
己加个油，然后再拿着剑练刺靶”。

抱着“一颗平常心”，想着“不要让自己有任何遗憾留
在赛场上”，在本届东京残奥会上，边静摘得二金一铜，在
剑道上大放异彩。获得金牌后，她在朋友圈总结道：“个
人重剑与决赛失之交臂，拿个铜牌，今天屏住一口气痛定
思痛又争回来一块金牌！”在她心中，这三天的比赛虽不
算完美，但“很享受”。

这次东京残奥会，让边静感触最大的，还是由她和荣
静、谭淑梅组成的中国女子重剑团体，“我们三个人相互
之间没有抱怨，也没有责备，有的就是相互打气，相互鼓
励，努力把女子重剑团体金牌拿下来”，想起那个瞬间，边
静依然会倍感激动。

对于边静来说，能代表国家参赛，国家和团队的荣誉
在她心中始终是第一位，因为“没有团体就没有个人”。
出征之前，她同队友们一起发下这样的誓言：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勇敢拼搏，为国争光。“我们中国轮椅击剑队一
直传承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一旦确立目标了，就绝不放
弃。”

近日，边静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但
她并没有沉浸在金牌和荣誉的喜悦中，在有限的空间和
条件下，仍在积极锻炼，努力备战下个月的陕西残运会。

“希望能尽量保持残奥会的好状态，努力击好下一剑。”边
静坚定而自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