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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谋发展携手谋发展 铺就幸福路铺就幸福路

□ 黑龙江省妇儿工委副主任
黑龙江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王平

十年铿锵奋进路，十年砥砺绽芳华。过去10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与团结带领下，黑龙江各级
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以“两纲”“两个规划”为蓝本，以满足妇女儿童美好生
活需要为目标，推动黑龙江妇女儿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跨越式发展。

过去十年，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引领开放崛起的黑龙江，粮食总产实现“十
八连丰”，规上工业年产值突破万亿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七连
增”，1589万妇女同胞在黑土大地追梦圆梦，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第一线拼搏奋斗，“她力量”顶起了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半边天”。

过去十年，黑龙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长远有效，妇女儿童工作制度保障
有力，广大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保障体系
日臻完善，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参政议政、家庭建设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日
益彰显，黑龙江妇女儿童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画卷正在加速壮美展开。

顶层设计推动 倾力保障发展 广大妇女儿童生活
更加幸福

十年来，黑龙江将妇女儿童工作纳入党政目标考核、纳入财政预算、
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切实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部署、同步落实推进，
促进广大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稳住健康基石，促进健康发展。“十三五”时期，黑龙江医疗卫生
经费、妇幼保健经费累计投入分别是“十二五”时期的2.3倍和1.5倍，5家
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4家新生儿救治中心相继成立，覆盖全省的危
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日益完善。截至2020年底，孕产妇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孕产妇和3岁以
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7.6和5.1个百分点；妇女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81.4岁，比2010年提高了6.1岁。此外，针对困扰妇女群
众的“两癌”健康问题，黑龙江自2009年以来就全面推广实施农村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项目，累计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资金近1.3亿元，
218万余名妇女从中受益。

——筑牢发展基础，推进教育先行。十年来，黑龙江始终注重教育
领域的性别平等，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平等获得各阶段教育权利。截至
2020年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持续保持高水平，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现大幅提升，女性接受高中阶
段和高等教育水平实现历史新高，各级各类教育性别结构趋于平衡，大
批中青年女性人才脱颖而出。

——增强兜底功能，关爱成长发展。“十三五”时期，黑龙江不断健全完
善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全民参保计划，连续两次提高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上调65周岁和80周岁以上老年居民每月基础养老金，全
省约有122万人从中受益。截至2020年底，全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人数、参加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女性占比均比2010年有所
提高，全省72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90个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和7787个社区

“儿童之家”挂牌开展服务，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巾帼不让须眉 奋斗成就梦想 1589万妇女同胞
在黑土大地逐梦前行

十年来，黑龙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招商引资上项目，精准对接
找市场，技能培训促就业，推进妇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创业。

——立足平凡岗位，成就人生梦想。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龙江女性自强
不息、拼搏奋斗，在平凡岗位上实现人生梦想。她们有先后参与2003年抗
击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特殊救援任务，黑龙江省第一位南丁格尔
奖获得者中国好护士李秋洁；她们有20年如一日带领女子清掏班工作在排
水清掏一线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荀笑红；她们有怀揣50元打工创业成
功、每年拿出企业利润10%用于慈善事业、累计捐款捐物过亿元的全国三八
红旗手标兵贾秀芳；等等。这些优秀龙江女性以实际行动在各自岗位上发
光出彩，撑起了振兴发展的“半边天”。截至2020年底，公有制经济企业、事
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比例较2010年大幅提高17.7个百分点。

——提高参政比例，保障政治权利。十年来，黑龙江把妇女参政水
平作为衡量妇女地位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的比例和水平明显提升。截至2020年底，省级人大女代表和省级政协
女委员比例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6.6和4.8个百分点，达到省内历史最
好水平。与此同时，黑龙江不断完善有利于基层妇女参选参政的政策措
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全省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
和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提
供法规政策支持；省委组织部、民政厅、省妇联3家联合发文，采取有力
举措，推动农村妇女参选参政；分别于2017年和2020年两次修订《黑龙
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鼓励支持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

——多方联动发力，依法保障权益。十年来，黑龙江相关部门认真执行妇
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多措并举，联动发力，共同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截至2020年底，十年来累计有5万余名妇女和近2万名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
助，分别是上个十年的2.4和1.6倍。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求用工单位坚决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全面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最大程度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截至2020年底，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和《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的用工单位比重分别比2010年提高14.2和28.1个百分点。

优化发展环境 弘扬良好家风 唱响新时代家庭文明最强音
——改善城乡面貌，打造宜居环境。十年来，黑龙江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牢固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政策资金投入，倾力打造妇女儿童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开展松花江、嫩
江流域排污口大排查，劣V类水体全部消除；综合治理大气污染问题，淘汰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每
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开展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检查，优先保护类面积占比达96.7%。同
时，黑龙江将农村饮水安全摆在工作重要位置，近五年来累计投资62.66亿元，15023个村屯、822
万农村居民从中受益。截至2020年底，农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集中供水率和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均达省内历史最好水平、居全国领先水平。

——弘扬良好家风，唱响时代强音。黑龙江各级妇联组织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作为分内
之责，注重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在龙江大地积极倡导构建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选树“最美家庭”，组建龙江“薪火”百人家风家教讲师
团，组织开展“家教家风主题展”“清廉家风主题教育”“绿色生活主题宣传”等系列活动，促进家庭成
员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在全国妇联近期公布的全国五好家庭、全国最美家庭、
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中，黑龙江省29户家庭荣获全国五好家庭荣誉、30户家庭被命

名为2022年全国最美家庭、6个集体荣获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7名个人荣获全国家庭工作
先进个人。此外，黑龙江还切实发挥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的重要作用，制定《家事调查
员工作规程》《家事少年案件审理规程》等工作规则，建立离婚案件冷静期制度和离婚案

件财产申报制度，对未成年、家事案件当事人开展心理辅导，促进男女平等的婚姻
家庭关系日益巩固、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得到保障。

实干托起梦想，奋斗成就未来。下一步，黑龙江广大妇女儿童工作
者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踔厉奋发、笃行实干，用智慧、激情、汗

水与担当让黑龙江妇女儿童生活更加美好，促进黑龙江妇
女儿童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这里有中国粮仓，这里有大国重
器，这里有莽莽林海，这里是中国“北大
门”黑龙江。这里有勇攀科技高峰的女

科技工作者，这里有奔赴抗疫一线不畏
艰险、日夜奋战的女医生、女护士，这里
有扬帆远航、撑起“半边天”的女企业家，
她们是“最美巾帼奋斗者”。
十年来，黑龙江广大妇女儿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指导下，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共建共享中自立自强、
自信自爱，成为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十年来，黑龙江广大
妇女儿童工作者聚焦妇女儿童所思所需所
盼，以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规划为统领，以促进
全省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
促进黑龙江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丰盈、更加强烈、更加牢靠。

搭台铺路 筑梦发展
广大妇女群众获得感更加丰盈

7月的一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玛县妇女编
织基地里座无虚席。妇女们正在认真聆听教师
讲解手工编织课，授课的则是呼玛县妇女编织基
地负责人冯可心。三十岁出头的冯可心本是一
名在家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
呼玛县妇联举办的钩织培训班，一下便爱上了这
个行业。学会后，冯可心主动向其他妇女学员传
授钩织技能，她传授钩织的方法使妇女们一听就

懂、一学就会，妇女学员都亲切地叫她“小可心”。
县妇联主席邹君发现冯可心学得认真、干得卖力、
乐于助人，于是举荐她担任手工编织基地负责
人。在她的引领带动下，编织基地很快就打开了
局面，线上线下的订单络绎不绝。如今，编织基地

年产值达40余万元，辐射带动周边妇女500余人，促
进妇女月增收1000元以上。

冯可心和她创办的呼玛县妇女编织基地只是近
十年来黑龙江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的一
个缩影。她们有白手起家、自强不息的青冈县龙妹家
政创办人丛岩；她们有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种米姑
娘”陈雨佳；她们有创新发展、兴粮节粮的致富带头人
张芳……越来越多的龙江女性走出家门就业创业，靠
勤劳的双手增收致富、成就人生梦想。

十年来，黑龙江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实施就业优
先政策，完善妇女就业创业政策环境，大力开辟“绿色
通道”，促进妇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女性
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教育优先 健康保障
广大妇女儿童幸福感更加强烈

上午10点，在哈尔滨市继红小学操场，孩子们正
随着歌曲《小苹果》欢快地跳着韵律操。之后，孩子们
开心奔赴跳绳社团、篮球社团、京剧社团、机器人社团、
合唱社团，开启他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是哈尔
滨市各中小学校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战略地位，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三五”时期累计
投入教育经费3391.9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1.2
倍。“双减”政策发布后，黑龙江将落实“双减”政策作
为有效实施儿童发展纲要的重要举措，在校内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在校外设立教育培训监管机构，不断健
全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积极营造良好教学育

人环境。
今年7岁的小洋洋出生后被诊断为缺血缺

氧性脑病，进而发展成脑瘫和智力障碍。两岁
时就来到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康复训练，
五年寒来暑往，积极治疗，如今小洋洋不仅能够
独立吃饭、走路，语言表达能力也有明显提高。
小洋洋妈妈表示：“是保健院的医师们给了孩子
第二次生命，是他们帮助我们申请康复救助金，
没有他们，孩子的康复之路就不能这么顺利，这
份恩情我们永远铭记！”

小洋洋之所以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离不
开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妇幼健康的充分重视与
持续投入。“十三五”时期，黑龙江医疗卫生经费和
妇幼保健经费分别累计投入865.63亿元和30.8
亿元；相继争取2.9亿元国家预算资金和3800万
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妇幼保健机构建设，遍
布城乡的妇幼健康网络功能作用正日益凸显。

多措并举 维护权益
广大妇女儿童安全感更加充实

“亲爱的同学们，如果有人碰触到我们的身
体，只要感到痛或不舒服，就要立刻拒绝。你们
是父母的宝贝，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告诉父
母或警察。”在女童保护观摩课现场，女童保护
讲师正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互
动，教育引导孩子正确保护自己。今年以来，黑
龙江省妇联在全省开展“护蕾行动”——女童保
护一校一师活动，通过示范课程、集中辅导、自
学互动等形式培养一批专业女童保护讲师，不
断做优做精女童保护课程，积极预防拐卖、性侵
等侵害儿童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

在大庆市高新区法院少年法庭庭审现场，3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低头不语、满脸泪水。法官
在审理中了解到，3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离异或长
期在外打工，忽视了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导致他
们误入歧途。法官认为子不教、父母责，决定依法
对这6名不合格的家长宣读《家庭教育责任告知
书》，并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据了解，近年来黑龙
江省法院、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持续深入推进选
聘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制发通知、开展培训、
组建人才库，一线法官、干警走进校园讲授“法治
第一课”，有效预防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发
生，更好地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十年
来，黑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法治龙江”建
设为总指引，不断完善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
护网络。在各级政府制定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
作中，不断加强对涉及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内容
的审查，避免因法规政策失当造成制度性性别歧
视和性别盲区；深入社区（村屯），广泛宣传妇女
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妇
女法律援助专项宣传平台，以微发布的形式推送
关于妇女维权典型法律案例，有效提高妇女群众
依法维权能力；强化“110”家庭暴力救助中心功
能作用，组织开展维护妇女权益“筑网行动”，织
密妇女权益保护网络；畅通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绿
色通道，扩大妇女儿童法律援助范围，组建“心灵
港湾”心理援助服务队伍，十年来累计有5万余名
妇女和近2万名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

激扬巾帼志，奋进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黑龙江妇女儿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功立
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奋发有为、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尽展风采。沐浴在幸福龙江的阳光里，龙江
妇女儿童正奋力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十
年
奋
进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黑龙江篇

在黑龙江省农垦勤得利农场在黑龙江省农垦勤得利农场，，种植户驾驶机种植户驾驶机
械收割水稻械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谢剑飞谢剑飞//摄摄））

法院法官走进学校讲授“开学
法治第一课”。

健康

孕产妇死亡率

2012年 17.4/10万
2021年 14.2/10万

教育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2012年 69.5%
2021年 88.9%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012年 9.7‰
2021年 5.9‰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012年 38.8%
2021年 78.4%

参政

省级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

2012年 20.3%
2021年 24.4%

省级政协常委中女性比例

2012年 18.1%
2021年 30.0%

福利

2012年 18.1%
2021年 30.0%

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数

2012年 38个
2021年 8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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