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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浏阳市妇联开展“关爱自我 和谐家庭”妇女心理团辅活动

变“请进来”为“走下去”深入乡镇为农村姐妹赋能
□ 邵伟 吴玉华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妇女心理团体
辅导活动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古港镇仙洲村
会议室热闹进行，村里20多位妇女姐妹聚
集在一起，围绕“关爱自我 和谐家庭”这一
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志愿者钟利华的引领下，姐妹们慢
慢地打开了“话匣子”，从开场时的害羞、紧
张，到随着活动的渐进慢慢投入，再到满脸
笑容的绽放，活动的开展让深藏在妇女姐
妹心中那些少人问津的酸甜苦辣坦露出
来。

一场“人生考题”的分享
活动现场，60多岁李阿姨的分享给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李阿姨原本有一儿一
女，不幸的是儿子在20岁那年因一场意外
离世。中年丧子、丈夫因伤心过度导致身
患重疾的双重打击，曾让她喘不过气来。
为了撑起这个家，李阿姨选择了坚强面对，
含辛茹苦将女儿养大成人。如今，老两口
生活过得很充实。除了担任村腰鼓队队长
外，李阿姨还是村级文明实践中心的一名
老年志愿者。她觉得，老了还能发挥余热，
为村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很快乐。

李阿姨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眼泪。人的一
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伤害，而我们又该以
怎样一种心态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呢？
李阿姨的分享给了姐妹们很好的提示。

当下大多数女性在家庭中同时承担着
妻子、母亲、女儿、媳妇等不同身份，很多农

村妇女为了照顾孩子和家人，完全失去了
自我。来自家庭、教育子女等方面的压力
让她们陷入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一旦没
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很有可能成为心理抑
郁的导火索，引发出更多的家庭悲剧。对
此，台下的姐妹们也纷纷分享了自己的经
历，并提出一些看法。

这种参与式的团辅课堂，如同帮助妇
女姐妹释放压力的通道，在“邻里守望”“拉
家常”式的聊天中，大家聚集在一起，各自
分享生活中好与不好的做法，让大家在聊
与说的氛围中提升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过去，农村妇女的内心世界鲜为人所
关注。为进一步实施好长沙市“星城家事”
妇女儿童心理咨询服务示范站项目，切实
将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到广大的农
村家庭，今年以来，浏阳市妇联在古港镇、
永和镇、官桥镇、社港镇的4个村（社区），
开展了“星城家事”心理团体辅导活动。

“4场团辅活动下来，我们看到许多姐
妹来时非常拘谨，但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
家开始畅所欲言，并相互激励，活动结束时

姐妹们依依不舍，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
义。”浏阳市妇联主席熊赛介绍说。

为了让广大妇女姐妹在“家门口”就能
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普及中来，浏阳市妇
联由过去“请进来”为有需求的妇女提供心
理咨询转变为“走下去”为姐妹赋能的方
式，深入到边远乡镇村，通过与适龄姐妹们
面对面开展谈心交流的方式，走近她们的
生活，倾听她们的声音，感受她们的困惑，
帮助她们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
式，从而为构建和谐小家、营造文明大家奉
献出妇女的智慧与担当。

团辅课堂将覆盖更多农村家庭
在永和镇增加台村举办的一场团辅活

动现场，妇女姐妹们的讨论显得尤为激
烈。当团辅老师问在场所有人“生命中最
重要的三个人是谁”时，大家以小组为单位
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有的人认为生命中排
第一位的是老公，有的则说是父母，还有的
则认为是孩子。

在分享环节，一个叫小芳的年轻“二

孩”妈妈说：“第一是自己、第二是老公、第
三是儿女，然后是其他亲人。”问其排序的
缘由，她落落大方地说：“我觉得一个人只
有关爱好了自己，才有能力来爱自己的丈
夫、孩子和其他人，之所以将老公排第二，
是因为等孩子长大成年后，孩子们会有自
己的生活，伴侣才是陪自己到老的人。”小
芳分享完，姐妹们相互对视沉默了许久，因
为大多数姐妹手头上所写的都是将孩子或
丈夫或父母放在第一位，几乎没人想到将
自己写进最需要关爱的行列，同伴的分享
或许给了她们另外一种对婚姻、对人生的
感悟。

在感悟分享环节，大家纷纷表示，过
去，从来没有心理辅导老师到村里来听姐
妹的心声和帮助大家答疑解惑，这种形式
的活动很好，非常开心，在讨论中既听到了
同伴的分享又学到了很多心理知识，并且
意识到要处理好家庭关系，首先要好好爱
自己才有更好的心态与精力去爱身边的家
人，未来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做好自己，
并教育好子女。同时，大家希望各级妇联
组织能经常到村里开展这样的活动，让更
多的妇女姐妹参与到这种团辅活动中来。

“团辅活动是‘为民办实事’的生动体
现，也是浏阳市妇联促进家庭和谐、助力基
层稳定的实际举措，深受姐妹们的喜爱。”
熊赛表示，后续，浏阳市妇联将进一步创新
工作方法，通过打造心理健康教育精品课
程、培育团辅活动支持团队等方式，让妇女
儿童团辅课堂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家庭，为
更多妇女姐妹构建“和谐家庭”，点亮心中
的明灯。

50年间韩淑秀老两口徒步巡边近10万公里

风雪边关有座“老夫妻护边驿站”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 李树明

春节过后，东北边陲依然寒风凛冽，地处
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东宁市三岔口镇东大川
村金场沟屯，峰峦相绕，静谧祥和。

屯子向东不到1里地，雪海密林深处，在左
右两排高大挺拔的白桦和旱柳陪伴下，一条数
十米宽的中俄边境通视道轻展身躯，自南向北
一路攀爬，渐行渐远，快要走出视野的时候，就
和远山挽上了臂膀，消失在湛蓝的天际。

这条铺满白雪的通视要道，是韩淑秀和
老伴薛奎走了50年的巡边路。

韩淑秀今年70岁，薛奎长她4岁，老两
口都是黑龙江边检总站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
三岔口边境派出所护边员。

重任
虎年一上班，三岔口边境派出所所长孙

荣波驱车赶到金场沟屯，拜访这对可敬的老
人。

1971年5月1日，韩淑秀和薛奎在金场
沟举行了简朴婚礼，婚后，时任所长的李钟健
找到夫妻俩：“你们两口子住在这里，有义务
协助派出所守边护边，边境安全稳定了，才能
安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从那时起，韩淑秀
和薛奎就在派出所民警带领下担起了护边重
任，他们的家，也从此成为边境线上坚如磐石
的“护边驿站”。

“春节还巡边吗？”“巡啊，越是过节越不
能放松。”“这里是中俄边境，过去也发生过涉
边违法行为，可马虎不得。”

收拾完饭桌，刷过碗筷，韩淑秀和薛奎像
往常一样做着巡边前的准备。

“鞋垫要垫两双，不然脚底很快就会冻
透。山里风硬，最冷时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多
摄氏度，冻得胃好像都抽抽着，鞋不暖和脚会
冻坏。”穿好棉鞋，老两口从墙上拿过棉服套
在身上：“去年东宁市边防委员会正式把我们
聘为护边员，每年每人发6000块钱，还发了
统一的棉服和棉帽。”

穿罢棉衣，韩淑秀找出一个绿色挎包，放
进十多份护边宣传单，薛奎又找来一把钳子
和几根粗铁丝塞了进去。老人解释道，边境
线上的铁丝网有时会因为野生动物冲撞损
坏，这时钳子和铁丝就能派上用场了。

巡边
一切准备就绪，老两口走出屯口，踏雪东行

700多米，来到了铁丝网前的边境通视道上。
皑皑雪野中，通视道中间一条宽约4米

的巡逻道随山势高低起伏，在道边枯草划就
的路径范围内蜿蜒伸向远方。孙荣波介绍，
距巡逻道直线距离10多米远那片连绵的铁
丝网，是防止有人越过国（边）境的最后一道
防线，铁丝网向东7.5米，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的国界线。

孙荣波介绍边境概况时，韩淑秀和薛奎
已经走下巡逻道，沿着铁丝网踩雪巡边。碰
到陡坡，走在前面的韩淑秀会贴心地拉过薛
奎的手，拽他上坡。明明有平坦的巡逻道，为
啥偏要在高低不平的铁丝网旁走？韩淑秀
说：“在巡逻道走是舒服，但看不清铁丝网有
没有损坏的地方。”

快速检查铁丝网状况的同时，韩淑秀和
薛奎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看着不远处的巡
逻道，薛奎感慨说：“我们老两口都不会开车，
也不会骑摩托和自行车，这么多年巡边护边
全靠一双脚板走。”

半个小时后，韩淑秀老两口依旧步履生
风。薛奎不无自豪地说，顺着边境线一直向
前 10 多公里，有一座因海拔得名的“589
山”，那是巡边最远的地方。去年移交边境管
理权限前，他每隔10多天都要去那里巡一次
边。早上天亮出发，下午两三点钟到家，来回
要用七八个小时，路途遥远，他就在途中解决
午饭。没有保温杯带热水，喝凉水又胃疼，他
索性出发前在家喝足茶水，路上不带水，吃午
饭时就着榨菜干噎馒头或烤饼。

回甘
前行途中，铁丝网边有一丛芦苇，正在风

中摇曳，苇秆挺拔，苇尖轻盈，不由让人想起
那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可接下来薛奎
的一番话，却让人对芦苇有了别样认识。每
年芦苇未割前，都会疯长到一人多高，巡边时
衣服和鞋常常被苇露打湿，身上难受自不必
说，回家脱下鞋时脚底已经泡得泛白发皱，一
不小心就碰掉一层皮。

“苦吗？”
“开始时会觉得苦累，大山里地广人稀，

有时感觉孤单寂寞，挨冷受冻、日晒雨淋更是
常有的事，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还是挺有
成就感的。”在薛奎看来，所有的奉献都是他
应尽的义务——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即使是在冬夜，他也会不定时巡边，走累

了，就找个几十年前采金人留下的半人高沙
坑避风，脚冻得有些麻木时，再出坑沿着巡逻
道跑一会儿热身。

“险吗？”
“在山上待久了，难免会碰到一些事情，

但我们不怕。”韩淑秀轻描淡写地介绍，50年
来，她和老伴在巡边过程中多次近距离遇过
黑熊、野猪，甚至听过虎啸，好在都是有惊无
险。还有一次，她在经过屯南金场沟河时，被
暴涨的山洪冲出一里多地，幸亏被村民发现
才脱离危险。“那次，老天爷给我留了一条
命。”直至今日，韩淑秀仍然乐观地看待所有
得失。

“觉得护边有什么意义？”
“太深的大道理讲不出来，但我们都懂得

有国才有家。”两位老人自豪地说，这些年劝
返了10多名险些误越国境的外地群众，制止
了30多起企图非法狩猎行为，也修复了不少
破损的边境设施……在他们心中，能为党和
国家做些贡献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如今，老两口虽然身板硬朗，但毕竟年岁
越来越大，谈及未来护边路，薛奎神情严肃：

“有生之年，我们能为党做多少贡献就做多少
贡献，真有一天巡不动了，也不愁后继无人，
部队转业的三儿子薛连军早就利用工作便利
和业余时间开始守边护边了。”

50年间，韩淑秀老两口徒步巡边近10
万公里，将最美的年华绽放在祖国的边境线
上，也多次被评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优秀护
边员。老两口的例行巡边，平凡而普通，但在
大山深处的边境前沿，这份融入家国情怀的
平凡别具意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春天就要来啦……”2月13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
县，“陪读妈妈”林巧带着绘本故事《遇见春天》来到大佳何镇
溪下王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媛媛、露露（化名）姐妹俩的家中，
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丰富的表情以及生动的肢体动作，将绘本
故事演绎得惟妙惟肖。孩子们边听边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快
乐的笑声。

姐妹俩的父母来自云南省文山市，目前在大佳何镇务
工，平时工作繁忙，陪孩子的时间非常有限。了解情况后，

“陪读妈妈”林巧专门挑选了这则关于春天的绘本故事，通
过绘本，让孩子遇见奇妙的大自然，遇见心中涌出的温度
和春色。

“林妈妈，你讲故事真有趣，能不能多讲几个？”听完一个
故事，姐妹俩拉着林巧的手，希望她继续讲下去。在讲绘本故
事的同时，林巧还挑选了布谷鸟闹钟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姐妹
俩。

和林巧一样，寒假期间，一批“陪读妈妈”奔赴在宁海县多
个乡镇（街道），把阵阵书香和暖暖的爱心送进了家庭。

在宁海，困境（留守）儿童在各乡镇街道依然存在。再加
上春节前浙江疫情再起，更多的外来务工家庭也被“滞留”在
宁海。这些孩子普遍喜欢听故事，但无奈条件有限，听绘本故
事的简单愿望都难以实现。

为了让这些孩子过上一个温暖、幸福、充满爱的新年，近
200位“陪读妈妈”们主动承担起讲故事的工作，利用空余时
间活跃在所需家庭中，同时还与家长、孩子开展“一对一”的心
理疏导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这些家庭填补亲子阅读和家
庭教育的空白。

这群“陪读妈妈”来自宁海县妇联的“好爸好妈故事团”志
愿服务队。2015年，这支队伍由宁海县妇联牵头成立，针对
3～12周岁孩子及家长，开展绘本故事进社区、绘本故事进农
村、绘本故事进图书馆以及举行亲子阅读讲座等活动，将好听
的绘本带给孩子和家长们。

“亲子阅读能传递温暖的力量，‘陪读妈妈’是我们将家庭
教育指导员与亲子阅读推广人进行结合的一种新探索。”宁海
县妇联主席周霞说。

“我觉得这样入户陪读的方式特别好，希望这种方式能持
续推进，并走向常态。”讲故事高手朱五香深有感触地说。在
与孩子们一次次讲述中，她明显看到孩子们成长了。留守儿
童小羽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羽一直和妈妈生活，因为身体原因，妈妈没有太多精力
照顾他，听说“陪读妈妈”朱五香要来，前一天就开始兴奋起
来。

“‘陪读妈妈’给我讲了《大脚丫跳芭蕾》的故事，我要像贝
琳达一样做事勇敢，勇于面对困难。”小羽听完故事后发自内
心的感悟，让朱五香湿润了眼眶。

今后，宁海县妇联将进一步发挥部门联动作用，集聚更多
优质志愿资源，拓宽“好爸好妈故事团”志愿服务的深度与广
度，引领团队里的志愿者们，从“亲子阅读推广人”走向“家庭
教育指导员”，将“群体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组织动
员更多的专业力量和志愿者常态化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中，共同助力“儿童友好乡村”行动，让“快乐阅读”的种子播撒
到广大家庭。

2月13日，游客在山东省青州市驼山滑雪场体验雪圈。
当日是周日，人们来到户外体验冰雪项目，尽享冰雪乐趣。新华社发（王继林/摄）乐享冰雪度周末

浙江宁海寒假开展“好爸好妈故事团”志愿服务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贾莹莹 发自沈阳 2月10日，辽
宁省妇联十一届七次常委会议、十一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沈阳
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全省妇联2021年度工作，安排部署
2022年度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李建平所作的《奋进新征程 担当新使命 团结引领全省广大
妇女为奋力开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局面而努力奋
斗》的工作报告。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强化政治引领，深化价值引领，突出精准引领，凝聚
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正能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在全省妇联系统全面开展“两个找到”专项行动（即“找到
服务对象”和“找到被服务对象需要的感觉”），深入妇女、了解
情况、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围绕妇女群众所急所盼来研究工
作；要深度推进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创新创业巾帼行
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组织引领全省广大妇女在推进高质
量发展中再建新功；要不断拓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深度、广
度和精度，以辽宁红色文化引领家庭建设；要坚持维权与维稳
相结合，完善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要坚持自
我革命，推动妇联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要坚持斗争精神，全
面加强妇联政治机关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抓出新变化，见到新
成效，确保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辽 宁 省 妇 联 召 开
十一届五次执委会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茹希佳/苏芙萱 发自南京 2月
10日，江苏省妇联十三届五次执委会议在南京召开。江苏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惠建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惠建林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省妇联工作取得的成绩
后表示，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落实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部署的开局之年，全省各级妇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
论述，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妇女激
扬巾帼之志、展现巾帼之力、彰显巾帼之美，为扛起新使命、谱
写新篇章作出更多巾帼贡献。要聚焦捍卫“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深入人心，注重防范化解妇女工作领域风险隐患，教育引导广
大妇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聚焦“强富美高”新江苏
现代化建设大局，引导和支持广大妇女立足岗位建新功、创新
创业闯新路、传承美德树新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奏响巾帼最
强音、撑起最美“半边天”。要聚焦广大妇女儿童的“急难愁
盼”，切实维护好妇儿权益，用心用情关爱妇儿生活，高质高效
服务妇儿发展。要聚焦强“三性”、去“四化”，把妇联改革持续
推向纵深，坚定不移固根基、壮筋骨，与时俱进转方式、优机
制，全面从严抓作风、强队伍，更好实现妇联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 苏 省 妇 联 召 开
十三届五次执委会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任然 发自四川 近
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22
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
案》），把实施全省30件民生实事作为推动“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
内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实施方案》中有9件与妇女儿童和家庭密
切相关。如“新增5800个普惠性托位”“实施民
族自治地区十五年免费教育计划”“支持基层未
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为100万农村适龄妇女
免费提供‘两癌’筛查服务”等。

其中，针对“为100万农村适龄妇女免费提
供‘两癌’筛查服务”，《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
为全省100万 35至 64岁农村妇女免费提供

“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服务。计划安排
资金1.28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补助0.5亿元，省
级安排0.62亿元，市、县两级安排0.16亿元。

据介绍，为扎实推进农村妇女“两癌”筛查
项目的实施，四川省妇联、发改委、财政、卫健委
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工作措施，在全国较早启
动“两癌”筛查项目试点工作，以点带面，推动

“两癌”检查及救助工作有序开展。项目实施以
来，累计筛查995.11万人。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有关政策要求，推动妇女发展纲要目标任务
完成，2021年，在财政厅、省卫健委和省妇联的
共同推动下，四川省“两癌”筛查工作纳入2022
年省政府民生实事。

四川将为百万农村妇女免费提
供“两癌”筛查纳入民生实事

浏阳市妇联由过去“请进来”为有需求的妇女提供心理咨询转变为“走下

去”为姐妹赋能的方式，深入到边远乡镇村，通过与适龄姐妹们面对面开展谈心

交流的方式，走近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的声音，感受她们的困惑，帮助她们找

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从而为构建和谐小家、营造文明大家奉献出

妇女的智慧与担当。

“陪读妈妈”讲故事
阵阵书香暖童心

两纲 窗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