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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妇儿工委副主任
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林叶萍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始终
高度重视、关心关怀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带头资助贫困儿童完成学业，大
力推动事关妇女儿童的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秉
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
理念和重大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福建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
会同发展、同进步，广大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一、坚持高位推动，工作保障更加有力
十年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心系妇女儿童事业，强化领导、倾

力支持，为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
障。省委常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汇报、研究部署妇女儿童
工作，推动各级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妇女儿童工作成
为常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就推进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批示指示，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深入一线调研解决问题。福建省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首次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审定，首次以省政府新闻
办名义召开两纲新闻发布会。省政府首次召开全省贯彻落实家庭教育
促进法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完成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目标和编制新一轮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首次写入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
中设立“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专节。与妇女儿童密切相关的民生工
作每年在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所占比例均在30%以上。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将妇女儿童事业纳入工作日程、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加大对妇女儿童事业专项经费投入，党委领导、政
府主责、妇儿工委协调、多部门分工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日渐
完善，形成齐抓共管、共同发力、同步推进的妇女儿童工作格局。

二、坚持源头参与，法规政策更加健全
十年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

加强顶层设计、源头参与，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政策法
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人大、政协通过专门立法、执法检查、调
研视察、议案提案办理等，推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法规政策贯彻实施，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办法等一批省级地方性法
规密集出台，全省各设区市制定涉妇女儿童的法规超过100部、政策性
文件近2000项，并实现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工作设区市全覆盖。积
极作为、因地制宜制定2021—2030年福建省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推进
两纲目标任务落地落实。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及福建省实施办法的执法检查并做好《福建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建议稿起草工作，落实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议制度，把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贯穿到立
法执法司法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22个部
门在全国率先出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福建
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职责分工》，细化各部门履行家庭教育法定职责。

三、坚持人民至上，民生福祉更加厚实
十年来，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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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达到历史
新高度。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2011—2020年省级两纲中妇女儿
童健康领域22项量化指标全部达标，省妇产医院等10个省属医疗卫
生项目相继建成，三级妇幼健康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孕产妇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由2010年的19.84/10万、
7.56‰、9.68‰下降到2021年的8.77/10万、1.91‰、3.11‰，优于全国
平均水平。妇女“两癌”筛查工作纳入全省基本公共卫生筛查项目，
筛查对象扩大到城乡广大妇女；“实施13周岁至14周岁半HPV疫苗
免费接种项目”纳入2022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预计惠及全省
29万适龄女性；组织开展“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累计
救助罹患“两癌”困难妇女1.8万名；联动中国人寿为148万名妇女提供女
性安康险，形成预防、筛查、救治、保险“四位一体”妇女健康服务体系。受
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消除性别差距，女性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65.3%，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生占比超过半数。全省20.26
万建档立卡贫困女性人口全部脱贫，妇女实现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的平等参保，平等享受待遇。关爱服务落细落实。在全国
率先出台《福建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常态化开展“把爱带回家”寒暑假儿
童关爱服务，受益儿童105.3万人次，响应“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
累计募集资金3746万元，资助春蕾女童3.7万人。权益保障不断强化。
开展“建设法治福建巾帼行动”，落实权益维护五项机制，出台反家暴工作八
项制度，推广“春蕾安全员”工作机制，积极确认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
的成员资格，严厉打击侵犯妇女儿童权益违法行为。

四、坚持全面发展，巾帼舞台更加宽广
十年来，全省妇女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发

展水平全方位提升，广大妇女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福建共发展，挺立潮头、
绽放芳华。妇女就业创业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全省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

始终保持在四成以上，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比例超过五成，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女性数量
日渐增多。出台支持女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促进女性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等系列
举措，2021年全省有1022名女性科技特派员，占比32.2%，省科技厅立项中项目负责人为女性
的有1248项，占比33.1%。实施妇女创业贷款帮扶政策，发放“巧妇贷”妇女创业贷款106.8亿
元，惠及35.2万妇女。出台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鼓励用人单位为女
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提供支持。妇女在各层次各领域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
省级“两代表一委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均有提升，市县两级领导班子中女干部比例保持稳定，村
（社区）“两委”班子有女性成员、村（社区）妇联主席进“两委”实现全覆盖，村“两委”女性正职占
比从上届的4.5%跃升至11.04%，村“两委”中女性成员占比29.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个百
分点。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岗位建功、两岸融合等八闽巾帼系列行动深入实施，引
领全省广大妇女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勇挑重担，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贡献智慧，在加

快科技自立自强中创先争优，奏响一曲曲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之歌。
逐梦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下一步，福建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将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

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当好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引领广
大妇女争做建设者倡导者奋斗者，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持续推动

新时代福建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李菁雯

盛夏的福建，青山如黛，绿水含烟。
“这十年，是福建发展历程中极不

平凡的十年，是福建妇女儿童事业与
经济社会同发展、同进步，继往开来、
开拓创新、阔步前进的十年。”福建省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林叶萍说，福建妇女
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这段话背后蕴含了令人欣喜的数字：
福建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到81.55岁，
比全国女性寿命平均水平高出0.67岁；福
建在全国率先启动高素质女农民（新型职
业农民素质提升）学历提升工程，女农民
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更多；在全国率先出

台政策，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纳
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在全国率先启动管理
标准化学校建设，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
2010年提高38个百分点，提前实现国家纲

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和妇女儿童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福建省委召开常委

会会议，研究审定《福建省妇女发展纲要（2021—
2030年）》和《福建省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福建省政府要求“两纲”要与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进一步
完善，为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妇女：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来到南平、三明、福州等地，深入国家公园、生
态茶园、文物保护单位、医院、农村、企业、学校
等，就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调研。

廖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也是躬耕乡野的
“科特派”。总书记一来，她激动地从土壤pH值
讲起：“过去做研究纸上谈兵，现在是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

实施“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八闽巾帼科技创
新行动”，出台支持女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大作用
举措，全国首创“碳汇+女科技特派员联盟”，开展

“碳汇科技助农巾帼行”“八闽巾帼数创未来”等
活动，福建省助力一批像廖红这样的女科技人才
在产学研用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省各级涌现出1.19万多名三八红旗手、
3256个三八红旗集体、2834个巾帼文明岗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在她们当中，有被誉为“小巷总
理”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林丹，有平常时候看得
出来、关键时候站得出来的时代楷模孙丽美，有
闻令而动、带队驰援疫情一线的南丁格尔奖章获
奖者李红……

十年来，妇女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和
机会更加广泛。福建省严格实行无性别歧视的
就业政策，推进男女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就业
人员中女性占比保持在40%以上，公有经济高
级专技女性占比超过35%目标，目前执行《女
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的企业为94.3%，执
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为
96.5%，已修订施行的《福建省女职工劳动保护
条例》新增“两癌”筛查、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更年期保护、卫生费等内容，将生育津贴发
放天数延长至128天，为源头保护女职工权益
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脱贫攻坚中，福建省更加重视妇女的参
与和受益。结合妇女纲要的实施，将缓解妇女贫
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作为工作重点，保障
贫困妇女的资源供给，帮助、支持贫困妇女实施
扶贫项目，确保没有一个妇女在小康路上掉队。

儿童：生在“福”中，福气八方来
时下正逢暑期，这也是儿童安全事故多发

期。已经实现社区和农村全覆盖的晋江市妇联
儿童之家，以“守护童年·悦享暑期”为主题开展
系列安全教育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防溺水知识
讲解与互动抢答、现场进行心肺复苏和海姆立
克法等急救技巧实操演练、把交通安全和防拐
防骗等知识以课件及游戏互动形式呈现，寓教
于乐。

仅去年，晋江市妇联就争取了276.66万元
财政预算投入到儿童专项。为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及时送到儿童和家庭身边，福建省各级政府
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建设儿童之家。2019年，省
财政专拨款项支持2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新建儿童之家500多所。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儿童之家1.52万个、具有儿童之家服务功能的
社区服务中心（站）3757个，全省儿童之家覆盖
率从2017年的37.6%上升到现在的91.4%。

泉州市连续7年、莆田市连续3年将示范
性儿童之家建设列入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安排专项经费保证建设进度和质量。福
州、厦门、南平市等地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形成“社工+妇工+义工”“社区独立购买”

“联合购买”等各具特色的服务模式，增强了儿
童之家的服务功能和吸引力。仅2021年，全省
儿童之家服务总人数达258万人次，深受广大
家长和少年儿童喜爱。

全省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9.92%，保障
了残疾儿童平等接受教育权益。建档立卡辍学
学生“动态清零”，每年全省财政支出学生资助
资金约26亿元，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
助。福建成为全国第7个全面实现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的省份。

除了儿童受教育条件极大改善外，福建儿
童社会保障水平也不断提高，乡镇（街道）督导
员和村级儿童主任配备率均达100%，3.9万名
留守儿童监护人责任得到落实。

福建篇

依江而建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依江而建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丰富妇女儿童文化生活丰富妇女儿童文化生活。。 中新社记者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王东明//摄摄

厦门市科技馆常
态化开展提升留守儿童

科学素养为主题的关爱公益系
列活动。

健康

2010年 19.84/10万
2020年 8.77/10万

孕产妇死亡率

2010年 9.68‰
2020年 3.11‰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教育

2010年 96.7%
2020年 99.4%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2010年 83.4%
2020年 97.3%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2021年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公办义务
教育学校就读比例达

93.7%

就业

女性就业比例
连续11年保持在

40%以上

互联网领域
创业者中女性比例

超过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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