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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妇联带动万名妇女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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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系统 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从2021年始，三年内建立10个手工艺标准研学基地，孵化100

个手工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造1000个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特色村，

带动1万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通过扶持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展现了新风

貌、新农民过上了新生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党柏峰
□ 赵勇

近年来，陕西省妇联将妇女手工纳入
各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总体规划，纳入
妇女创业就业培训规划，纳入妇女小额贷
款政策支持，打造新经济增长点。从2021
年始，三年内建立10个手工艺标准研学基
地，孵化100个手工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基
地，打造1000个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特色
村，带动1万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通过扶
持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展现了新风貌、新农
民过上了新生活。

手工+振兴
仲夏季节，新修的高速公路两旁依旧

满目苍翠，云蒸霞蔚。一场大雨过后，没有
了往日的闷热，安康市岚皋县民主镇的睦
邻之家桥头，人头攒动，混杂着众多摊点，
犹若一个小集市。

不远处岚皋县巧妹子手工艺专业合作社
的牌子非常醒目。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七八个
妇女正在埋头赶制一批围裙。一处展柜上精
美的实用性手工艺品都出自她们的巧手。

合作社负责人何玉霞今年29岁，是一
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她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巧妹子合作社集设计、生产、
销售于一体，是在县妇联、中国建设银行、
民主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2020
年 5月正式成立，合作社以“帮助妇女赋
能，促进妇女发展，加快搬迁融入”为目标，

帮助移民搬迁的妇女能够快速进步，快速
融入新社区，开始新生活。

据了解，睦邻之家现在是巧妹子合作
社的一个生产基地，总部搬至妇女创业孵
化基地，培训串珠、绒绣、草编、布艺、勾发、
盘扣等手工艺制作技能七期，已有社员
500余人，接大小订单100多笔，收入100
余万元。为了拓宽销售渠道，已有10余名
社员自己开通抖音、快手等直播账号，销售
合作社的产品。

“下一步，我力争多拿订单，把岚皋的
手工艺品做成一个产业，让小产业有大作
为，让移民搬迁妇女持续增收。”何玉霞信
心满满地说。

传承+发展
从富平县美原镇出发，绿树映衬中的

红色旅游专线笔直地通向蓝天白云下素有
“渭北小华山”之称的金粟山，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还来不及欣赏够车窗外秀美的田
园春色，一排整齐的厂房映入眼帘，屋顶上

“千年传承，中国手工”八个大字在远处金
粟山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刚劲有力。

那是2018年，张永宁回乡探亲，一个偶
然的机会，看见奶奶在一架老旧的织布机上
织布，那简洁明快的颜色和花纹，质朴而不
失奢华，富有浓重时代感，这情景和画面深
深打动了她。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脑海

“传承粗布纺织技艺，带动村民劳动致富”，
于是，木兰摇粗布家纺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几年来，木兰摇妇女们齐心协力，在贫
瘠的乡村成功地打造了一个集非物质文化
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生产技能培训、非
遗文化展示体验、乡村旅游观光、购物餐饮
和非遗民宿等多元化、规模化、系统化的乡
村产业综合体，公司总占地14亩，建筑面
积3600余平方米，资产达2000余万元，优
美的环境和整齐的厂房就像一颗绚丽多彩
的明珠镶嵌在金粟山下。

特色+创新
剪纸大师、非遗失传人……，在陕北这

片黄土地上，民间艺术大师们以其夺目的
艺术之光，屡次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和
青睐。安塞姑娘胡晓姗就出生与成长在这
样的一片土地上。胡晓姗打小就表现出与

同龄孩子差异颇大的艺术禀赋，在母亲的
影响、鼓励和支持下，胡晓姗爱上了剪纸手
艺，梦想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中悄然萌芽。

2012年，胡晓姗与当地的姐妹们成立
了“安塞王西安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作
为延安地区首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为
代表的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成立
与发展，受到了党委、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大
力支持，在安塞县标志性建筑腰鼓山上还开
设了免费展览区。胡晓姗不仅圆了母亲的
剪纸梦，更重要的是，它将对年轻一代的剪
纸爱好者继承传统的民间艺术和增强全民
对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意识，普及优秀的民
族文化和民间艺术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胡晓姗的成长之路是陕西手工艺从业
妇女们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支持手工产
业发展，陕西省妇联共投入近2000万元，
扶持妇女手工、巾帼家政、现代农业等女性
特色产业，通过持续建基地、育龙头、办大
赛、搞展销，不断提升了妇女特色产业的整
体水平和规模。

据了解，近年来，在陕西省妇联的项目
支持与指导下，陕西广大城乡妇女大力发
展刺绣编织布艺剪纸等富有特色的民族民
间民俗手工艺产品，积极培育出了一批能
带领更多妇女发展手工产业的骨干力量。
目前，全省已建成的妇女手工创业就业基
地312个，妇女手工研发基地116个，妇女
手工艺品合作组织730多个，获国际国内
金奖的妇女手工艺大师80多人，各级女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00余人。

浙江省舟山市是东海之滨的千岛之城，也
是我国首个海洋经济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
山市妇联在舟山市委和浙江省妇联的正确领
导下，围绕中心站高谋远，以“引领联系服务”
为主线，坚守红基因、当好娘家人、彰显海岛
味，在“重要窗口”海岛风景线建设的大棋盘中
打造了妇联美丽“小窗口”，在全市年度综合考
核中连续五年获评一等奖。

一、政治立魂、锻造队伍，书写妇联组织忠
诚担当有为之美。厚植红色根脉，以巾帼心向
党的铮铮誓言担起政治责任。强化政治引领，
持续开展“百千万巾帼大宣讲”。破除“离岛多、
妇女分布散、资源共享性差”的瓶颈，微网宣讲
与线下互动结合、主动送课与订单点单结合，通
过走村入户宣讲、坐船登岛送单、蓝海红帆云
播，汇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巾帼力量。聚焦中
心大局，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
坚持“中心工作指向哪里、妇联巾帼虹就架到哪
里”，带领市三八红旗手（集体）联盟、最美家庭
联盟、各级巾帼文明岗和广大妇女在自贸试验
区建设、“五大会战”、乡村振兴、疫情防控、文明
创城等火热现场谱写着奋斗争先的巾帼华章。
带强妇联队伍，着力打造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娘
子军。抓学习修内功、以作为践初心，在机关内

部大力倡导“勤学—实践—精研”的良好氛围；
在系统内四级联动开展“巾帼虹”助力中心行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带出一支善作善
成的妇联队伍。23位村社妇联主席在新一轮
村级组织换届中走上“一肩挑”书记岗位，村级
女书记比例达13.9%，列全省第一。

二、引领汇聚、共建共治，唱响“东海渔嫂”
品牌善治之歌。发挥妇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独特作用，打造“东海渔嫂”基层善治品牌。
做大做实“东海渔嫂”队伍底盘，1224支队伍
在妇联引领下加入基层治理体系和志愿汇平
台。工作融入，推广“织网、穿梭、把舵、锚定”
四步工作法，通过“四必访”“妇女议事会”等机
制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问题解决在家门口。
组织嵌入，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赋权赋能赋誉，
382支“东海渔嫂”十大员专业化骨干队伍脱
颖而出。协同成立“东海渔嫂”参与社会治理
指导中心，构建了“条上联盟制、块上中心制”
工作格局。2021年“东海渔嫂”获评“全国巾
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

三、立足家庭、全情履职，开创新时代新区
美丽之业。深耕家庭主阵地、回应妇女最关
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妇儿维权一站式通道，
建立9项部门横向联防联动机制；创新提出“家

庭全员成长”理念并实施；呼吁推动“家庭友好
型社会”建设，并被写入舟山市共同富裕示范区
先行市实施方案。以需求为导向，开展“阿拉娘
家人”服务，协同社会力量实施115个公益项
目，共投入资金233.1万元，惠及偏远海岛妇女
家庭近8万人次；大力扶持并带动海岛妇女投
身“巾帼云创”行动，共创共同富裕美好生活，开
办专题培训116场，惠及2万余人次。以目标为
导向，系统集成、闭环管理，打造以家庭五大行
动为主要内容的“幸福舟山·最美家”综合平台，
服务20余万人，为“双美”家庭提供26项礼遇。

四、夯基拓面、创新增效，探索深化海岛妇
联改革之路。深刻把握群众工作规律，以新发
展理念深化妇联改革。组织覆盖拓宽阵地，建
立“四新”领域妇联44家，辖区内高校100%建
妇联，188个各类功能型妇女微家打通与妇女
群众“最后一公里”。执委履职带项目，以调研
开路，听一线声音、找真实需求、破基层难题，三
年共征集需求457个，解决问题344个，执委领
办项目92个。数字赋能强服务，一批以“东海
渔嫂·温暖E家”多跨应用场景为代表的创新项
目叩响探索数字妇联之门。多跨联动出成效，
广链各方资源，精准搭台服务，以“群团星·耀党
旗”活动为载体，形成群团大融合工作格局。

——浙江舟山市妇联先进事迹

坚守红基因 当好娘家人 彰显海岛味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任然/王雅妮 发自成都 为了
“助企纾困”，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妇联积极发挥“联”
字优势，联合区税务局和中国银行成华支行为该区女企业家
代表们召开了政策解读对接会。不仅进行了专项政策讲解，
还畅通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沟通渠道。

区税务局和中国银行成华支行的工作人员分别从国
家、省、市层面梳理了当前对企业普惠性强、覆盖面广的政
策“干货”，尤其是电商直播行业税收政策和中小微企业金
融普惠贷款政策，并根据企业发展特点建议和设计金融服
务方案。

当前，直播经济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之一，在推动地方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主
动适应新常态，培育发展新动力，当日，一场主题为“巾帼共
建共享经济发展”的电商直播培训分享会同步举行。

“我从事外贸行业已有30年，2017年‘半路出家’带领
团队进军跨境电商行业，从一名传统外贸商向直播主播转
型……”现场，女企业家温茜娓娓道来，和企业家们分享了
自己从互联网思维重构传统商业模式的过程。同行的企业
家们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预期，从团队组建、IP打造、直播
带货中存在的困难等方面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

区妇联副主席吕超君介绍，今年以来，区妇联结合工作
职能，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采取开展分享会、实地走访、
惠企政策宣传等形式，多措并举帮扶企业，为在创业一线的
女性带去更优质的服务、更贴心的关怀和更坚强的支持。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联’字优势，整合资源创新
助企手段，将惠企政策落细、落小、落实。特别是将强化贴
心服务，扩大服务范围，激励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为推动成
都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吕超君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袁鹏

□ 李娟 惠施阳

“大家好，我是
‘甘肃宝姑娘’，欢迎
大家来到直播间。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
的是咱们定西的宽
粉……”

每天早上八点
半，“甘肃宝姑娘”和
她的弟弟就会一起来
到甘肃省通渭县亿联
商贸城电商服务中心
农特展销馆，给广大
网友推介家乡的农特
产品。

“甘肃宝姑娘”是
甘肃省通渭县寺子川
乡郑阳村人郭宝的抖
音账号，她充满乡村
气息的视频颇得粉丝
们的喜爱与青睐，入
驻抖音两个多月时
间，网友们纷纷点赞、
留言，已收获三万的
粉丝量。郭宝说，她
的愿望是做一名奋斗
在信息时代的“新农
人”，让家乡的农特产
品走向外面的世界。

1990 年出生的
郭宝一直在外地打
工，离家远，一年见不
了几次孩子，这让她
有了回家创业的念
头。今年回家过年
时，不经意间与弟弟
说起利用抖音传播家

乡风土人情、推广农产品的想法，得到
了弟弟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今年三月份，郭宝与弟弟注册了
“甘肃宝姑娘”这个抖音账号，开始拍
摄家长里短、乡野田间，他们接地气
的乡村生活短视频，受到了广大网友
们的喜爱。

郭宝和弟弟拍摄的内容主要是农
家日常生活，在拍摄过程中他们顺便
也对家乡的农产品进行了推广。

“没想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
收获了三万多的粉丝，这给我们姐弟
提供了拍摄更多视频的信心和动
力。”郭宝的弟弟郭效安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看到，视
频里的“甘肃宝姑娘”，头裹头巾、身穿
大襟服装、手提篮子，干活麻利，说话
干脆，是活脱脱一个“庄稼把式”。她
开着三马子载着老爸走过乡间的小
路，在地里犁地、撒肥料，直到将种子
种在地里。特别是她摘桑叶、掐苜蓿、
搓苞谷、榨胡麻油、挑水铡草……这些
充满乡村气息的画面更是戳中了粉丝
们的乡愁和记忆。

“我很喜欢乡村生活，小时候可能
我更想去外面的城市看一看，也想闯荡
一下。因为那时候觉得农村生活既单
调又乏味，但是今年我们回家之后，感
觉家乡变化很大的，而且也没有大城市
的压力，最主要的是能跟家里的人在一
起，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郭宝
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以来，我目睹了家乡的
巨变，现在我们通渭也通了高铁，年轻
人回乡将有很多资源和机会。我们今
年将通过短视频平台去推广更多家乡
的产品，让外面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
里的风土人情和丰饶物产，我觉得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于未来，“甘
肃宝姑娘”郭宝信心满满。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骑单车、叫网约车、搭顺风车、徒
步走……我都尝试过，为了赶在居民上
班前早检多检，正常七点开始的检测，
我六点多就要在岗进行准备工作。”胡
颖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胡颖是民航总医院《民航医学》编
辑部干事，因为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
和职业护士执照，之前还参加了医院护
理部组织的相关培训并考核合格，自4
月27日以来，她作为被紧急抽调支援
北京朝阳区核酸采样任务的医务工作
者，加入了“民航支援大军”，从事核酸
采样工作。一周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胡
颖都会“披星戴月”，穿梭于朝阳区各大
检测点。

胡颖记得，那时北京凉意尚在，因
为最早一班地铁还没有开通，所住区域
也实施了公共交通管控，胡颖要先骑共
享单车摸黑赶到封控区外呼叫网约车
或搭同事的顺风车。

6月份，胡颖工作的核酸采样点在
朝阳区金盏西村文化广场，每天她都要
穿着全套防护服进入“方舱”。白色的

“集装箱式核酸检测方舱”由整体轧制
铅版制成，既能遮风挡雨，还装有空调，
密封性完好，减少了感染、污染的风
险。胡颖感慨：“这真是核酸采样人员
的福音，四月份的时候很冷，我们在户
外采样，不得不穿上厚厚的棉服，经过
七八个小时的冷风吹打，身上一点热气
也捂不出来。等到高温天气，我们的防
护服又是完全不透气的，站在太阳底下
不出十分钟，汗开始哗哗地流，浑身痒
痒，也不能抓挠，有了‘方舱’，这些问题
迎刃而解。”

随着防疫工作机制的进步，相关部
门对一线防疫人员的保障也越来越完
善。在北京各个采集点上，越来越多的

“方舱”建起，舒适、整洁、安全性好的采
样环境，切实解决了一线防疫人员的急
难愁盼。每餐除了四菜一汤还有小饮
品，胡颖笑着说：“从工作条件、饭食到
安排接送，相关管理部门和街道给予充
足的后勤保障，我们就想着为大家提供
更为高效、便捷的采样服务。”

一天最长达14个小时在岗，最高
峰时每小时采样200例，持续工作三四
个小时，一次检测需要多个步骤：消毒、
取出采样管、消毒、拿出采样拭子、进行咽拭子检测、将样本
放入保存液、再消毒……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检测中，胡颖快
速、熟练、专业地进行“流水线”操作，干净利落，不露疲态。
胡颖介绍，核酸采样每一步的操作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导致
样本不合格或被污染，影响重大。因此，经过专业培训的医
护人员，对咽拭子采集的深度、与扁桃体黏膜接触的时间、
取样的力度要了然于心，经验老到的采样员，甚至可以精准
把握“下手力道”，既保证采样质量，又尽量减少咽部异物刺
激感，避免人体伤害。

而随着疫情的常态化开展，民众也越来越认识到自身
防疫的“责任感”，与医护人员间的配合日渐默契。胡颖回
忆，有一次采样结束后，天很冷，小区里的一个老奶奶看到
医护人员们很辛苦，特意送来自己煮的茶叶蛋，感谢她们。
当时，一种久违的“自豪感”涌上胡颖的心头。

一直以来，女性医护人员在抗疫中有力撑起了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而胡颖所在民航总医院，亦是如此，女性
员工占医院员工比例约70%，参加核酸采样的医护人员中
也是女性居多。

今年“五一”，胡颖带着7岁的女儿去天安门广场看升
旗，女儿突然说道：“妈妈，原来你和五星红旗升起得一样
早。”在孩子心中，母亲的陪伴少了，但骄傲的光点与日俱
增。“我女儿经常和小伙伴提起，‘我妈妈参加了核酸采样工
作’，她觉得这是件非常光荣的事。”胡颖笑着说。

家人的支持是胡颖安心工作的最大动力，无论多忙，丈
夫和家中老人没有一句怨言。“我婆婆已经80多岁了，还承
担家里的后勤工作，最近我妈也来帮忙带孩子，如果遇上周
末出勤，先生早上都会送我。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几乎是

‘全家总动员’。”胡颖明白，医护人员的家属，更能理解一线
防疫工作的艰巨。

“他们根据我的支援时间，随时调整自己的安排，尽量
帮我撑起家里的一片天。”胡颖说，很多感谢的话说不出口，
借着采访的机会，她想郑重地对家人说：“谢谢亲爱的家人，
在抗疫这条路上，是你们与我并肩作战，给予我温暖坚定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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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文雅

近日，最高法发布第32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指
导案例181号《郑某诉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
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用人单位解聘未尽责
处理员工性骚扰投诉者，获法院支持。用人单位
果断解聘性骚扰出现时不作为的相关负责人，值
得一个大大的赞，法院在司法过程中支持用人单
位的处置方式，也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引领效应。

近年来，职场性骚扰话题屡被提及，备受关
注。民法典明确规定，企业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为回应女性职场性骚扰
议题，正在大修的妇女权益保护法也拟要求用人
单位建立相应保障机制。修订草案二审稿对“性
骚扰”概念予以更加具体的类型化界定，并列举了
用人单位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应采取的措施。

最高法将此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除
了为各级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有所参照外，
对于用人单位合理构建性骚扰防范处置机制，
切实提升全员防范意识，有效防范职场性骚扰
行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指导意义，提醒所有企业
和相关人员在类似问题面前不沉默，有作为。

建立明确和完善的预防和制止工作场所性
骚扰制度机制是用人单位有效防治性骚扰的前

提和关键，是维护妇女权益的重要保障。然而
现实中，女性遭遇职场性骚扰往往面临维权难
的困境，这也提醒用人单位，如果要将防治性骚
扰这一法定义务履行好，一定要通过规章制度
加以明确化。而重中之重的是，一定要敢于“刀
刃向内”“刮骨疗伤”，用实际行动营造无骚扰环
境，用果断处置及时维护女性权益，用法律武器
震慑蠢蠢欲动者。

同时，为切实落实好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相关部门应加强劳动保障法律监督，指导用人单
位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工作机制，对用人单位
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制度进行备案、审查及督促落
实，全方位支持与确保用人单位强化责任，履行
义务，让女职工权益得到全时全程全面的呵护。

“法院支持”让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更有底气

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

7月7日，参加“小候鸟”
夏令营的同学们在老师指导
下阅读书籍。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
辖区内企业数量众多，每逢
暑假就有许多“小候鸟”从家
乡来到宁波与父母团聚。为
帮助职工解决假期子女无人
照顾的困难，从2010年起，
甬江街道工会开办了爱心暑
期托管班。今年，甬江街道
与甬江实验学校合作，依托
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将爱心
暑期托管班升级为共有199
名小朋友参加的“小候鸟”夏
令营，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
生活。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街校联办夏令营丰富街校联办夏令营丰富
““小候鸟小候鸟””暑期生活暑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