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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各级妇联助力复工复产共迎春暖花开

/ 人物小传 /

秦玉梅，河南省焦作市惠民益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焦作“和·佳”玉梅调解中心主
任。2018年10月,她带领团队入驻焦作市婚
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开展调解工作,依法处理各
类婚姻家庭纠纷。接待来访群众885余次，成
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52起，调处率达到98%。

为妇女和家庭疏通理解之河、架起沟通之桥
金牌调解员秦玉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党柏峰
□ 王红军

1月25日，西安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
熟悉的人间烟火气，伴着逐渐浓郁的年味弥
漫开，在古都西安，人们戴好口罩、规范扫码、
有序流动，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春天在望，巾帼有担当，也有力量，在城
市复苏之后的洪流中，西安市各行各业的女
性，以她们独有的坚韧与顽强，奔走于复工
复产各条战线，无论是女企业家、售货员，还
是女致富带人头，以及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默
默奉献的女性劳动者，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守
卫着这座城市来之不易的祥和安宁，呵护着
全市人民度过健康平安的春节。

摸实情，夯实有序复工复产
基础

随着此轮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进入
尾声，恢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秩序成为新的
重要任务。西安市妇联认真贯彻市委、市政
府安排部署，继续坚持科学统筹、积极协调、
广泛发动，发挥妇联组织优势特点，做实做
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点滴工作。“爱
我城、护我家”的口号，持续到复工复产的战
场。全市各级妇联组织用好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矩阵，深入生产一线调研摸底，通过线
上线下多种形式，掌握企业、个体、农户的现
实需求和紧迫诉求，积极谋划好下一步思
路，尽全力把前期的损失夺回来、时间抢出
来。

西安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薛林莉带队
走访市妇联下沉社区的各个点位，鼓舞党员
干部。春节前夕，市妇联向各区县、定点帮

扶村和社区的低收入困难妇女发放慰问金
15万元，特别慰问了复工复产一线岗位的
贫困女农民工代表40名，为她们送去了党
和政府温暖。

积极对接女性社会组织、女企业家、创
业就业示范基地负责人、三八红旗手、妇女
群众等，全面了解掌握复工复产准备情况，
积极回应大家关切的问题，及时解答了常态
化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经营性场所规范要求
等十余个事项。

雁塔区含光南路社区李君书记和乐创
街区总经理魏小洁，对拟复工复产企业进
行了一一走访，及时帮助他们发现解决问
题，积极协调为企业和门店办理复工复产
手续。

临潼区妇联在了解到西安汇丰精密合
金制造有限公司遇到原材料运输的困难时，
第一时间与区科工商务局沟通协调，按政策
要求为企业加急办理通行证，解决了企业复
工复产的燃眉之急。另外，区妇联还邀请专
业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技术指导、实时教
学，临潼区内由女性领办的果蔬园区、养殖
场、网络公司、商铺等60多家企业，迅速恢
复有序生产。口罩遮住了她们的笑脸，却遮
不住重新忙碌起来的喜悦和对新年生活步
步高的向往。

明导向，打造创新创业“她”
风尚

1月25日，西安市妇联向全市各级妇
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姐妹发出倡议，号召大家
提高思想认识、精准掌握政策、细化工作举
措、发挥独特优势，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
我其谁的使命感，助力复工复产，彰显巾帼
担当。

从思想到行动，从政策到服务，铿锵玫
瑰半边天，巾帼建功正当时。为激励更多优
秀女性以昂扬奋斗的新姿态投入到复工复
产中，推动创新创业巾帼行动有序深入，由
市妇联联合市发改委、市科技局等七个部门
共同举办的“奋进新时代 巾帼绽芳华”首届
西安女性创新创业大赛，揭晓了获奖创业企
业及团队名单，科技创新组、生活服务组、康
养组、文创组以及巾帼创客分别产生了优秀
代表，涵盖了文化IP打造运用、人工智能+
医疗、中医药康养、航空航天与高端装备等
各领域各行业，实现了引导社会资源与女性
项目有效对接、拓展机遇，为促进西安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崭新活力，

“她”经济、“她”创业、“她”未来……在全市
蔚然成风、毅然前行。

有一分光，便发一分热，全市各级妇联

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周至县妇联用“一书一
信”广泛宣传，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妇女从家
庭做起，人人尽责、家家奋起，争做复工复产
排头兵；鄠邑区妇联组织动员近2000名执
委，对接企业宣传阐释政策要求，促进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高陵区妇联联合街道、村（社
区）妇联上下联动，动员农村妇女积极参与
大棚蔬菜种植、采摘、分拣等，切实保障全市
居民菜篮子高效供应。

各区县、开发区妇联以创业创新巾帼行
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为依托，动员三八红
旗手（集体）、巾帼建功标兵深入企业生产一
线，统筹各类资源，主动创造条件，制定科
学、合理、管用的复工复产工作方案，集中解
决人员就业难等问题，努力做到稳岗保岗，
为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各涉农区县妇联积极组织
好网上技能培训、直播带货以及网络人才
招聘会等，努力提高广大女性的就业技能
和发展本领，积极帮助解决当前农产品因
疫情影响销路难的问题。高新区妇联等依
托区人社局推出的“家门口就业”系列公益
网络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
线上招聘、岗位推荐等免费服务，缓解企业
的用工压力和求职者的就业压力，受到一
致点赞好评。

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度过了重重难关。
薛林莉表示：“我们坚信，‘一起向未来’的磅
礴力量，将会成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创新发
展的不竭动力，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
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将是
西安女性的共同追求，西安女性将为谱写西
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创造更加灿烂
的辉煌贡献更多巾帼力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李菁雯

写春联、制作插花、体验木偶
戏……以“‘莆’写新春，‘甜’在他
乡”为主题的关爱留莆女工活动，
春节前夕在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华
林智慧园区“党建+”邻里中心暖心
举行，20余名留莆过年女工欢聚一
堂，感受莆田浓浓的年味。

这是莆田市妇联为留莆过年的
女职工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营造互助互爱、和谐友善的良好
社会氛围的一个缩影。今年1月以
来，由莆田市妇联、中国人寿莆田分
公司主办，各县区妇联、中国人寿各
县区支公司承办的“把爱带回家·关
爱留莆女工”系列活动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为了给莆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女子骑警队送去“娘家”的关爱，莆
田市妇联今年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莆
田市中心支行、莆田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在光大银行城厢支行、农
商银行霞林支行、中国银行莆田荔
城支行和泉州银行莆田分行设立了

“金帼驿站”，开辟专门的区域为女
骑警们打造温馨港湾，这是“金帼共
建”又一创新举措。

据不完全统计，莆田市现有女
民营企业家13238家，占比18.7%，
注册资本超过767亿元。为帮助解
决女性创业融资难，莆田市妇联于
2019年联合莆田银保监分局、市金
融办在全省首创推出“金帼共建”行
动，出台《莆田市“金帼共建”行动实
施方案》，打造“妇联+金融”模式，扶
持女性创业，“金帼共建”已经成为
莆田市妇联工作改革的“新引擎”。

“木兰贷”解决女性创
业融资难问题

莆田市妇联和金融机构曾出面
协调女企业家林某某长达10年未能
解决的800多万元经济纠纷问题，林
某某感激不已。类似这样，莆田市妇
联通过开展企业大走访大调研大服
务活动，帮助协调解决女性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融资遭遇逾期、欠息、转贷
困难、担保难、或因征信不良而导致
的无法融资问题，及有关互保纠纷、
林权续签等实质性困难，为女性企业
解难纾困的实例甚多。

同时，莆田市妇联搭建“金帼创业平台”，联合莆田农商
银行为获得妇联系统荣誉称号的女性推出“木兰贷”专属贷
款，共计发放贷款4300多万元；并为1万多名有创业意愿
的妇女提供“巧妇贷”“巾帼创业贷”“易保贷”“税金贷”等女
性专属信贷产品，共计发放贷款约2亿元。

“金帼共建”不仅通过扶持女性企业发展,有效解决包
括贫困妇女在内的就业难题，还联合银行机构开展“金风
育苗行动”，面向贫困妇女、失业妇女、流动妇女、女大学生
等群体开展包括金融、电商、家政、营销等技能培训，提升
创业就业能力。

“联动机制”解决女性企业的实质性
难题

福建省重点巾帼示范基地——仙游县度尾镇云水合
作社，通过与莆田农商银行合作，将20户建档立卡的扶
贫户55万元扶贫贷款和7万元扶贫启动资金入股合作
社，每年年底给予贫困户3000~6000元的红利分配，并
优先享受合作社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切实推动脱贫加快
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

这个案例得益于莆田市妇联构建的四项联动机制中的
“信息采集制度”，依托农商银行资源优势，推进农户信息建
档工作，实现精准建档25.2万户，新增农户贷款16.46亿元。

加上另外的问题清单制度、战略合作制度、结对共建
制度共四项联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解决了女性企业发
展中的实质性难题。

筹措资金消除重点困难女性的后顾
之忧

莆田市“金帼共建”行动还推动各保险机构与政府大
病保险合作，着重强化对大病保险理赔后仍需自费承担
部分的再保障，避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近年来，“金帼共建”行动在发挥普惠金融作用的同
时，也不断赋予项目新内涵。去年莆田市金融系统举办

“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专场活动，共筹集善
款约25.05万元；去年9月疫情防控期间，针对基层防控
任务繁重、物资紧缺的难题，各大金融机构、企业慷慨解
囊捐款捐物约26.39万元，女企业家捐款捐物约897.42
万元；莆田农商银行设立的“福万通”慈善基金累计捐助
85万元，帮助170名贫困学子顺利走进大学校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珊檑

“调解化纠纷，公正暖民心”“保障权益为妇
女,真情实意娘家人”这些是河南省焦作市惠民
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市婚姻家庭纠纷调
解室负责人、焦作“和·佳”玉梅调解中心主任秦
玉梅收到的调解当事人赠送的锦旗。

2018年10月，秦玉梅带领团队入驻焦作
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开展调解工作，依法处
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为广大妇女群众，就婚
姻家庭、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政策法律进行宣
传与解答，受到妇女姐妹的频频好评。

为更好服务广大家庭，秦玉梅和团队成立
焦作市惠民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先后设立
秦大姐家事调解室、焦作“和·佳”玉梅调解中
心，让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便利、高效
的法律服务。截至目前，接待来访群众885余
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52起，调处率达到
98%。

妇女姐妹的知心人
“非常感谢调解室为我排忧解难，让我卸下

了心头的大石，不愧是我们的‘娘家人’。”倪某
某原是某单位职工，在机构改革人员调整时下
岗，因她对工资标准不满，多次信访，但迟迟没
有解决。得知焦作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是帮

助妇女维护合法权益的地方，倪某某便来到调
解室寻求帮助。调解室第一时间给倪某某普及
相关法律知识，让倪某某认识到哪些是自己应
享有的权利，经与倪某某、用人单位的多次沟
通，终于帮助倪某某与其单位达成协议，解决了
实际问题。

王女士的离婚风波曾让她一度不知所措，
在调解室的帮助下才慢慢走出困境。

王女士与丈夫登记结婚后便辞去工作当起
了全职太太，怀孕后夫妻关系出现危机，她的丈
夫向她提出打胎和离婚，王女士拒绝后，她的丈
夫便对她实施经济封锁，从此联系不上。连女
儿出生，她的丈夫也没有回家。随后,王女士来
到调解室寻求帮助，要求丈夫每月支付生活费、
抚养费。

“详细了解双方矛盾产生的根源后,我要做
的就是教会对方换位思考，这样才能赢得尊
重。”秦玉梅介绍，安抚王女士情绪后，调解室第
一时间进行调查，认真分析问题所在，了解到双
方矛盾系王女士辞职以及日常生活摩擦等问题
造成，针对王女士具体诉求，约见其丈夫和家人
了解情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劝解、平复
双方情绪，并就本案事实给予法律解答,经过多
次沟通，双方都意识到各自的问题，最后圆满达
成调解协议。后来在回访中了解到，王女士与
其丈夫关系已经缓和。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经秦玉梅用心调节，多
对感情不和的夫妻再次回归到温暖的家庭中。

“人民调解工作既是一项非常艰苦、需要用
心去做的工作，又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
崇高事业。”在秦玉梅看来,能够参与到人民调
解工作中，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帮助妇女群众
依法解决纷争，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一
名共产党员对社会的担当。每当看到当事人

“心头沉重而来，眉头舒展而归”，她的心中总有
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四步调解法”助力家事调解
“调解要对症下药、因人施调,从双方立场

出发，积极引导他们换位思考、互相宽容。”在化
解纠纷的过程中，秦玉梅总结出了一倾听、二思
考、三解惑、四调处的“四步调解法”。

秦玉梅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一是
学会倾听，分辩事实。真诚接待每一位来访群
众，用爱心倾听来访群众的陈述，通过沟通交流
与分析，确定双方诉求。二是换位思考，赢得尊
重。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体验和思考
问题，引导当事人同理去分析对方的言行，以促
成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共识。三是宣讲
法律，释疑解惑。主动向来访群众宣传解释相
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就其案情分析如何适用法
律，明晰利害。四是公平公正，定分止争。在全
面了解案件事实、依法确认各方权利义务基础
上，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提出调解意见。

疫情期间，秦玉梅带领团队通过热线
12338、微信等成功化解多起家事纠纷做到疫
情期间调解服务“不打烊”。同时，秦玉梅还依
托大数据+互联网模式，在焦作女性公众号、
《焦作日报》开设秦老师话维权专栏，将自己经
手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的形式进行宣传，引导
广大群众依法维权。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她积
极带领社工和志愿者开展隐患排查、人员撤离、
物资捐送、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秦玉梅及其团队荣获
“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她先后获评焦作
市“巾帼建功标兵”“婚姻家事纠纷金牌调解员”

“三八红旗手”“优秀家事调解员”等荣誉。
“作为一名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我将以更

加真诚、热情的态度投入到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工作中，不断创新调解方式方法，拓宽调解服务
领域，提高调解服务质量，为更多的妇女和家庭
疏通理解之河、架起沟通之桥!”秦玉梅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姚鹏

□ 孙振华 刘颖 徐亮

武汉市第一聋哑学
校五年级学生朱晓（化
名）是老师和同学们公认
的优秀学生。年前，她收
到了湖北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我听见·特殊
教育学校职业训练”项目
提供的生活补助。但善
良的朱晓觉得有很多同
学比自己更需要帮助，便
用收到的生活补助购买
了米、面、油、文具等物资
捐赠给困难的同学，把社
会的温暖传递了出去。

助她看见，帮她听
见，让她梦见。近年来，
湖北省妇联、湖北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积极实
施“我看见·我听见·我梦
见”系列公益项目，通过
争取爱心企业支持，引导
动员社会组织参与项目
实施，在精准帮扶、精准
服务上下功夫，凝聚社会
力量为妇女儿童解决了
一系列关系到她们切身
利益的大事。

由湖北省妇联、湖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
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联合湖北爱心企业共同
发起的“我看见：消除白
内障 荆楚送光明”大型
公益项目迄今已经实施
了四年。为全省贫困家
庭的白内障患者特别是
贫困女性患者提供免费
手术。项目先后深入红
安、广水、巴东、五峰、保
康 等 15 个 县 市 区 ，为
9000余名眼疾患者开展
了免费筛查，为 1000 余
名群众开展义诊咨询，为
2000余名贫困家庭白内
障患者开展了免费手术。

他们甫一出生，面对
的便是寂静无声的世界；他们家境困
难，仍努力追求美好生活。“我听见”项
目帮助的就是这样一群孩子。2021
年，在爱心企业支持下，湖北省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向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
捐赠50万元，实施“我听见·特殊教育
学校职业训练”项目。截至2021年年
底，项目已为该校140名困难家庭残障
学生、15名特困生、15名优秀学生提供
了生活补助，并开展了一系列职业教育
和艺术教育，帮助孩子们今后更好地融
入社会。

在爱心企业的支持下，湖北省妇
联、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近三年
来还实施“姐妹加油”“童心同行”等

“我梦见·公益木兰”系列项目139个。
项目精准聚焦湖北妇女儿童生存发展
的重点难点问题，联合专业社会组织构
建多渠道、立体化、多层次的服务网
络，深入全省17个市州开展了妇女创
业就业培训，帮助留守妇女实现就近就
地居家灵活就业，关爱女性抑郁症患
者、孕产妇等系列活动，为24万余名妇
女儿童送去了精准、专业、温暖的服
务，帮助她们实现各自的人生梦想。

中国故事 主角女女

湖
北
省
系
列
公
益
项
目
聚
焦
妇
儿
切
身
利
益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 发自济南 寒假期间，
为积极响应“双减”政策，缓解双职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
难”问题，积极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妇联建设的42个“家门口的托
管站”成为解决女性“急难愁盼”烦心事的最优路径。

“通过前期走访，我们将开展家庭多元化服务作为
‘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把握
妇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资源和专业
力量，切实解决妇女儿童所需、所急、所盼。”历下区妇联
党组书记苏凤清表示。

历下区妇联建设的“家门口的托管站”坚持“公益＋
志愿”的服务理念和“妇工＋公益”的互动模式，充分发挥
专业机构和爱心企业的独特作用，集中社会力量，共同解
决学生假期“看护难”的问题。

同时，为满足孩子们多元化、多类型的学习需求，历
下区妇联开设了“需求+特色”的家庭教育课程，根据社
区家庭提出的服务需求，提供“点单式”特色课程表，依托
社区家长学校和“家门口托管站”开设线下特色课程。

如今，历下区妇联微信订阅号的“爱驻历下”家庭教
育空中课堂已开设近50节课，以家庭教育、学业辅导、疫
情安全知识等为主要内容，共300余户家庭从中受益。

济南历下区妇联建成
42个“家门口的托管站”

2月4日，在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朗洞镇盘假村，
参加欢庆新年活动的苗
族姑娘在自拍。当日是
大年初四，盘假村苗族
同胞穿着节日的盛装，
吹芦笙，跳芦笙舞，欢度
新年。

（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 记 者 高 峰/李 长 华
文/图）

苗寨笙舞
欢度新年

在城市复苏后的洪流中，西安各行各业的女性，以她们独有的坚韧与顽强，

奔走于复工复产各条战线，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女性劳动者，都在用

自己的行动守卫着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