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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力量”集结 各地巾帼同心战“疫”
上海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春
霞 发自北京 全国关心下一代宣传
工作会议3月22日在京召开。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
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顾秀莲指出，2020年以来，关
心下一代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她强调，2022年要突出宣传“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通过组织宣讲
团、辅导讲座、媒体网站、文艺演出
等多种形式，紧密联系青少年学习
工作、思想情感、家庭生活的实际，
广泛宣传，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向
深入。要紧扣工作主线，开展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讲，推出广
大青少年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
鲜活的主题教育活动。要深入开展

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的学
习宣传贯彻，更加自觉为青少年成
长成才服务。要营造良好宣传氛
围，持续抓好“传承红色基因”“‘五
老’关爱下一代工程”的宣传教育和
今年开展的党史学习月、孝老敬贤
月、党史答题、“五老”讲故事、游网
络地图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积
极吸收从宣传战线上退下来的老同
志，建立一支具有媒体融合“融本
领”的“五老”网络宣传队伍，坚持服
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教育青少年
听党话跟党走，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还启动了“老少同声颂
党恩、携手喜迎二十大”主题教育
活动。

全国关心下一代宣传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茹希
佳/苏芙萱 发自南京 为进一步
做好江苏疫情防控工作，守护好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江苏省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
群众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
韧助力疫情防控。

连日来，南京市妇联党员干
部下沉秦淮区光华路街道紫金社
区，参与政策宣传、信息摸排、咨
询接待、核酸检测等服务工作。
同时，南京市妇联84409566“宁
姐凝心”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指
导24小时公益服务热线，助力广
大市民群众身心健康与家庭和
谐；网上妇儿之家提供“家教指
导”“法律咨询”24小时在线咨询
服务。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获
悉，南京市妇联组建了宁姐月嫂

“三师”（心理咨询师、公益律师、
职业发展导师）公益服务导师团，
为家政从业人员及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母婴护理、居家防疫、养老等
云上微课程。

在南京疫情较为复杂的江宁
区，该区女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妇联迅速组织辖区内女性社会组
织、巾帼志愿者等参与一线疫情
防控工作，用巾帼力量守护群众
健康安全。江宁区禄口街道“巾
帼暖心服务团”志愿者们根据不
同年龄段小朋友的特点，采购了
百科全书和绘本、飞行棋和彩泥
等物品，送给被隔离的孩子们。
江宁区民政局巾帼志愿者及时统
计梳理隔离酒店中儿童需求，前
往超市、文具店等地购买凉拖、尿
不湿、电池等物资并及时送达。
江宁区机关工委巾帼志愿者协调
打印机、优盘、打印纸等办公用
品，帮助所对接的点位顺利开展
工作。淳化街道巾帼志愿者梳理
对接点位的隔离人员健康信息。

“巾帼暖心服务团”凝聚了30名熟悉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女教师，组成心理咨询团
队，为市民提供一对一心理咨询辅导。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妇联组织动员妇
联干部、巾帼志愿者组成12个小分队下沉
到各村（社区）。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们
手持小喇叭，带着疫情防控告知书开展“敲
门行动”，并借此行动入户排查60周岁老
人疫苗接种情况以及查看困难妇女儿童的
生活起居情况。

疫情期间，无锡市妇联机关党支部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主动支援梁溪区北大街
街道黄巷社区“门铃行动”数据系统录入工
作。

常州市妇联组织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下沉社区一线，全力投入疫情防
控工作。市妇联领导班子发挥带头作用，
均在属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做好核酸采
样信息录入、分发物资、查验采样码、维持
秩序等工作，当好采样“大白”、登记“小
蓝”。溧阳市木兰拳协会妇联积极转发各
级政府部门的通告、通知、招募、倡议等内
容至各微信群，号召分会健身点“巾帼木
兰”志愿者积极参加核酸釆样志愿服务。
目前已有12个分会健身点巾帼志愿服务
队、33名“巾帼木兰”志愿者，分布在17个
采样点进行志愿服务。

苏州市姑苏区妇联联合药店推出“您
的药我来送”公益行动，为老年居民提供常
规药代配代送服务。相城区元和街道妇
联、昆山市陆家镇好孩子妇联、昆山花桥银
桥集团妇联第一时间号召妇联执委、妇联
干部、巾帼志愿者积极投入抗疫工作中。

连云港市东海县三八红旗手姜茂凤第
一时间加入志愿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目前，她已参加三轮核酸信息采集，采
集信息1729人。在此期间，她还多次捐赠
物资慰问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和社区志愿者
们，并号召员工积极加入志愿者队伍。

“先不要着急，来，深呼吸……”在连云
港海州工业园许庄村，村党委委员、回乡任
职大学生村官徐艳，正拿着手机慢声细语
地安抚着一位怀孕8个月、因牙龈发炎吃
不下东西的孕妇。徐艳发挥二级心理咨询
师的专业能力，一边对孕妇进行疏导宽慰，
一边协调车辆把孕妇转运至连云港市妇幼
保健院就诊。曾经多次做志愿者的她，疫
情发生后每天组织2000多人核酸采样，协
调封控区和管控区人员就医，一天只能睡
三四个小时。

淮安市淮安区妇联机关干部下沉社
区，变身“双码”查验员、秩序维护员、物资
配送员等，助推疫情防控工作有序高效开
展。洪泽区妇联第一时间组织区镇村三级
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全面投身“敲门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安全。

宿迁市妇联组建党员先锋服务队、核酸
检测志愿服务队，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携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向全市困境妇女儿
童家庭发放150万只口罩以及消毒凝胶、
鞋服、奶粉、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组织广大
巾帼志愿者积极投身抗疫一线；深入结对
帮扶的宿城区支口街道支口社区、河滨街
道药材社区、宿迁市索菲玛轴承有限公司等
开展疫情防控调研走访，赠送防疫物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丁秀
伟 发自上海 3月21日，记者从上
海市妇联了解到，2022年度上海市
三八红旗手讲师团“红色音乐赏析
课”本周上线，这是继上周开展的

“一起抗疫‘音’为有你”线上音乐
疗愈课后，又一系列的在线音乐课。

这是上海本轮疫情以来，上海
市妇联与各级妇联组织共同举办的
一个抗疫活动。3月15日上海市妇
联向沪百万家庭发出倡议：携手共
筑防控疫情的坚强防线，全责全力
守护好美丽家园。倡议发出后，各
区妇联都积极行动起来。

上海各级妇联干部、妇联执委
带头，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主动参与防疫服务，支援基层一线，
开展指导居民核酸检测扫码、维护
现场秩序、清运垃圾环境消杀等工
作；主动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引
导广大妇女群众和家庭科学防疫，
汇聚群防群治“她力量”。

徐汇区斜土街道肇一居民区妇
联执委贲艺婷，始终奋战在抗疫前
线，她的丈夫也是社区工作者，支援
隔离酒店无法回家，年幼的儿子只能
拜托家中老人照顾。她说：“疫情就
是命令，尽我所能为社区做贡献！”

田林三四村居民区闭环管理14
天，让居住在此的小安桥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居民区妇联主席陈俊俏
封锁在小区内。她第一时间联系田

林三四党总支书记、居民区妇联主
席艾霖娥，两位妇联主席柔肩担重
任，把严管和关爱融为一体。

作为高楼村党总支副书记、妇
联主席的马欢花迅速组织党员和妇
女群众纷纷加入战“疫”一线，村里
大农户给封闭小区捐赠大米，苦于
没有人手包装，她立马帮忙包装和
运送。

在妇联干部的带动下，更多女
性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连日来，宝山区118名大场社
区工作者进入封控小区支援，其中
79名是女性。她们在点位协助开展
核酸检测、转运物资、环境消毒、引
导群众等工作，竭尽全力保障居民
的日常生活。大场镇第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负责的隔离点内，医务人
员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每天五
点半起床进行采样，八点前完成任
务及时送样，这样的工作强度令人
由衷感叹。

闵行区莘庄镇的巾帼志愿者化
身温柔的“大白”姐姐，仔细为小区
病人配药、充当“心理辅导员”安抚
居民情绪、爬楼梯送快递念通知。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成立“核酸应急小分队”，女
性工作者们纷纷报名，她们马上开
展应急采样任务，并对辖区某栋楼
宇进行封控。

与此同时，“金山区最美家庭联

盟”在行动，这些家庭都是全国最美
家庭或上海市最美家庭。面对卷土
重来的疫情，大家同心守“沪”。

沈英是廊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全科医生，也是山塘村的家庭
医生。3月11日晚10点，接到核酸
采样通知，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并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采样小区。她挨
家挨户为居民进行咽拭子和鼻拭子
采样。当完成所有的工作，已是凌
晨2点了。爱人潘俊华是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的司机，自3月
11日开始，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从事领取防疫物资、准备核酸采样
配套物资、接送采样医护人员等工
作。公公潘培根是廊下镇敬老院的
保健医生，接到敬老院要闭环管理
一周的消息，考虑到老伴不在家，他
把93岁的老母亲送到亲戚家照顾，
自己就在敬老院安心照顾100多位
老人。

作为学习型家庭，疫情期间，于
君国家庭积极响应政府和学校号
召，开展居家教学及学习。作为小
学老师的妈妈每天精心备课，给孩
子们开设空中课堂；作为初中生的
儿子，自觉开展线上学习；作为培训
师的于君国则通过网络为中侨职业
技术大学讲课。

这些疫情防控中积极作为的
“她力量”，为上海这个城市增添了
一抹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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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任
苗 发自济南“这是近日刚筹集的
物资，我一下班就赶着送过来，早一
点儿送到她们就少遭一点儿罪。”在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黄务中心卫生
院，“巾帼红”志愿服务联盟成员、爱
之源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晓明一
边搬运物资，一边气喘吁吁地说。
从3月3日到现在，每天工作时间在
行政审批岗位上忙碌，下班之后四
处筹集捐赠物资，已经成了她和志
愿者们的生活常态。

“防疫一线需要的量比较大，卤
蛋、暖宝宝贴这些，我跑了好几家超
市和药店才凑齐。”为了筹集物资，
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张晓
明和志愿者们都要多方打听、跑腿，
消毒液、口罩、泡面、咖啡……只要
战“疫”需要，她们都想尽办法买到；
考虑到女性防疫人员的特殊需求，
她们还特别贴心地准备了卫生巾等
女性用品。“也没仔细算过筹了多少
物资，大概16万元多吧，总之是一
线需要啥，我们就送啥。”

“缺啥送啥”，这也是巾帼志愿
者最质朴的心声。听说连日奋战
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顾不上吃
饭、更无暇买菜，“侬侬巾帼红 爱
在大海阳”项目负责人、侬侬婚纱
有限公司董事长褚丽娜着了急。

“我们一家三口都隔离在家，我让
外甥闺女赶紧买了菜送去！”话音
落下，不到两个小时，满满一后备
厢的蔬菜和猪肉送到了社区壹家

厨坊。“这孩子，净挑贵的买，送几
棵大白菜就行啊。”“好嘞大姨，我
下次送车大白菜！”厨坊的志愿者
大姨跟外甥女的“实在”对话，让大
家忍俊不禁。实在人碰上实在人，

“碰”出的是发自内心的倾情奉献
的温暖。

而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候，来
自巾帼志愿者的温暖，还有很多很
多：看到进村的核酸检测人员吃不
上热饭，山东省三八红旗手、莱山区
解家庄街道李家疃村妇联主席周建
叶带着村里的巾帼志愿服务队赶忙
包制了热气腾腾的水饺；“倒春寒”
里小雪来袭，山东省十佳兵妈妈、长
岛平安义工队队长徐海英和丈夫熬
好姜枣茶，顶风冒雪，送往一个个防
疫点；看到检测人员辛苦忙碌，海阳
市方圆街道巾帼志愿者兵分两路，
一路帮助进行辅助工作，一路加班
加点赶制爱心麻花、做好食品保障；
为了给一线防疫人员加一道“平安
符”，白石肛肠医院“爱·常在白石”
志愿服务队成员一方面支援核酸检
测、一方面加紧赶制了1000个中药
香囊送到一线……

在战“疫”一线，这群特殊的“巾
帼红”双线作战：岗位上，她们勤恳
敬业，认真高效完成本职工作；下
班后，她们积极奔走，把爱和温暖
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下班以
后再“上班”、不辞辛苦为战“疫”，
这就是烟台1149支巾帼志愿服务
队伍、2.6 万名巾帼志愿者的情怀

与担当。
让人感动的，不仅是温暖，更是

担当——“我们是导游，与人沟通是
强项。”听说社区缺少人手，巾帼红
导游协会志愿服务队主动请缨；看
到社区女同志多，他们还专门动员
了5位男同志，帮助承担搭建帐篷、
搬运物资、夜间值守的“体力活”。
每天从福山区赶到芝罘区，晚间值
班到下半夜，他们不仅没有怨言，还
乐此不疲：“拿起小红旗，我们是鲜
美烟台的宣传员；穿上蓝战袍，我们
是群众健康的守护者。”

“你放心、我顶上！”得知身为护
士的女朋友王颖要奔赴核酸检测一
线，“95后”外企职工张磊毫不犹豫
地站出来，接替成为“巾帼志愿
者”。雪白的防护服上，“妇联志愿
者”5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能以这
样的方式并肩作战，是对爱情最好
的诠释。”

“咱是志愿服务队里走出的典
型，这时候更要发挥带头作用。”刚
刚获评烟台市首届“最美巾帼红”的
龙口市晨光慈善义工队组织部部
长、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职工张莹在
处理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投
身到核酸检测现场，协调增设窗口、
维持现场秩序、登记录入信息、筹措
调配物资……防护面罩的雾气起了
一层又一层，口罩在脸上勒出深深
的印记，盒饭送来蹲在台阶上扒拉
几口，她说：“自己从来没这么丑过，
也从来没这么美过……”

2.6万名“巾帼红”双线战“疫”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 段红梅

家住山西高平市的王明与妻子
郭丽（均为化名）结婚多年，儿女双
全的他们在外人眼里是幸福的一
对。但不久前王明和女同事婚内出
轨，并起诉至法院要求与妻子郭丽
离婚。

郭丽找到了高平市君宜律师事
务所“维和调解站”，律师了解到双
方感情并未破裂，仍有复合的可能，
便通过财产分割、子女分配等问题
分析，建议郭丽和丈夫当面开诚布
公地谈一谈。随后，高平市妇联“维
家调解站”和高平市法院“维权调解
站”工作人员也从维护家庭情感、诉
前调解等层面等进行分析化解，做
双方思想工作，展开心理疏导。

最终，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一起婚姻家庭纠纷就此成功化解。

这是高平市妇联探索打造“三
站三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新
模式的一次实践。

高平市妇联主席王霞告诉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为充分发挥人
民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
用，有效预防和化解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自2021年以来，高平市妇联
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借助社会及相
关部门力量，创新工作形式，探索打
造了“三站三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工作新模式。

“我们在市、乡、村三级妇联组
织、律师事务所、法院家事法庭分别
建立婚姻家庭纠纷维家调解站、维
和调解站、维权调解站，以‘三站三
调’方式化解家庭纠纷，建立多层
次、多渠道调解格局。”王霞说，“通
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
在情、理、法之间寻找平衡点，构建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格局，让
化解更具力度，更有温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三站三
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以化解家庭
矛盾，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
为目标，以化解纠纷、调解矛盾、维
护权益为重点，

其中，“维家调解站”，以家庭
为主要阵地，加强法律法规宣传，组
织排查、发现、化解本区域家庭矛盾
纠纷，及时解决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现三级妇联
上下联动，纵向到底，有效预防家庭
纠纷的发生、激化；“维和调解站”，负
责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咨询指导、司
法解释和法律援助，进一步从法律
专业层面进行调解，维护家庭和谐
稳定，充分发挥专业律师在预防和
化解家庭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维权
调解站”，注重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采用圆桌调解模式，以“和”为主
旋律、以“情”为主格调进行诉前调
解，坚持诉、调无缝衔接，修复和治
疗婚姻家庭关系，促进家事审判人
性化，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021 年底，高平市妇联对
1600余名基层妇联干部进行了法
律知识和婚调能力提升培训。“通过
培训提高了妇联干部法治工作水平
和处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能力，
进一步促进依法依规履职。”王霞表
示，自2021年10月份“三站三调”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启动以来，

“三站”已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纠纷5
起，促进了家事纠纷的有效化解，夯
实了社会稳定的“家庭细胞”。“三站
三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新模
式也成为高平市妇联组织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的有效切入点。

“下一步我们将在基层妇联组
织中全面铺开‘三站三调’工作，充
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优势和作用，进
一步细化举措，建立常态化工作机
制，完善信息台账，强化源头管理，
保障化解效果。”王霞说道。

多层次多渠道多部门联动
“三站三调”让婚调更有温度

山西高平妇联探索婚调工作新模式

山东
烟台

江
苏

开展教育宣传引导妇女和家庭科学防疫

近日，在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国际社区的核酸筛查现场，各个环节都有外语志愿者引导。一对夫妻外语
志愿者——张叶与刘萌子已经上岗4天了。夫妻俩擅长英语，沟通能力强，现场引导外籍居民配合采样，与外籍志
愿者合作，帮助沟通社区封控期间的事务，在国际社区的抗疫一线无私奉献。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把山里孩子的歌声带到
北京冬奥会的筑梦人走了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

婷 发自石家庄 3月22日，河北省
保定市阜平县委宣传部发出消息：
3月19日下午5时许，邓小岚老师
在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月亮舞台做
音乐节准备时突发脑梗，经医治无
效，于3月21日23:48平静离世。
享年79岁。

邓小岚老师的女儿、儿子在发
布的讣告中表述，“母亲在生前最后
的18年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
入在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儿童音
乐教育，这给她带来快乐和满足；北
京冬奥会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演
唱的奥运会会歌获得世人高度赞
扬，更将她的快乐推向高峰，她在自
己生命的高光时刻离去，而且走得
安详平静，这也是对家人最大的慰
藉！因为疫情防控原因，决定不举
办告别仪式，敬请理解。之后会提
供网上追思的方式以表达大家的情
感和祝福。”

邓小岚老师，1943年出生于河
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马兰村附近的
易家庄村，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化工系，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统
工作。2004年退休后来到马兰村
教山村孩子音乐，默默坚守18年。
在马兰，她创立马兰小乐队，举办马
兰儿童音乐节，建起月亮舞台，并带

领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登上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舞台。

邓小岚父亲，当代杰出的新闻
工作者邓拓，曾带领晋察冀日报社
的同志们在马兰村生活和战斗过。
缘于个人身世和父辈情结及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邓小岚老师把退休后
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阜平，为
当地脱贫攻坚、儿童音乐教育倾注
了大量心血，马兰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邓小岚老师先后荣获阜平“十
大德信人物”“阜平县荣誉公民”称
号；荣获“2011北京榜样”称号，荣
获“保定楷模·时代新人”“保定市最
美教师”称号。

2月16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曾对邓小岚老师进行了深度采
访，在2月28日一版刊发报道《马
兰，早安》，详细讲述了她18年的音
乐扶贫路。

邓小岚老师情系老区，无私奉
献，阜平人民永远铭记在心，长存
怀念。马兰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胜
告诉记者，22日下午，马兰村召开
了党员座谈会，缅怀邓小岚老师。
大家纷纷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
建设好马兰，完成邓老师的遗愿”。
23日早上将在马兰小区广场召开
追悼会。

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创始人邓小岚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