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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哈萨克族“最美”
家 庭 的 幸 福 变 迁

□ 甘肃省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
甘肃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黄爱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妇女儿童工作。甘肃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妇女儿童事业
的决策部署，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儿童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中国妇
女儿童发展纲要和甘肃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全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繁

荣振兴，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撕下“苦甲天下”的标签，妇女儿童事业
也蓬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两纲、两规划目标任务如期完成，94项可量化
指标达标率为95.7%，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加强党的领导，妇女儿童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女工作、注重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全
过程、各方面。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妇女儿童工作的领导，切实
把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
议多次专题研究妇女儿童工作，主要领导听取妇女儿童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省每年召开妇儿工委全体（扩大）会议或专题
会议，每5年召开妇女儿童工作会议，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进行全面部署、统
筹规划，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经费逐年增加，2020年达
到1756万元。妇女儿童健康、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及普惠托育服务、婴幼儿
照护服务、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多项指标纳入省“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妇
女‘两癌’检查”“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等妇女儿童最关心、最现
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列入民生实事。

全省妇女儿童工作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主导、妇儿工委协调、成员单位
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良好发展格局。省政府妇儿工委充分发挥组
织、协调、指导、督促作用，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报告、监测评估、督导检查、达标
预警、调查研究、宣传培训、结对帮扶、示范表彰等工作制度和机制；各成员单
位认真履行职能，抓重点、办实事，积极落实所承担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职责，切
实保障两纲、两规划顺利实施。

完善政策举措，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强化法制意识，健全完善妇女儿童地方法规政策体系，以制定出台《甘肃

省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意见》为契机，把国策内容细化为可操作的
20项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妇女在参政、就业、教育、卫生、婚姻等重点领域的
性别平等。先后印发《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甘肃省促进女性公平
就业工作的意见》《甘肃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办法》《甘肃省出生缺陷防
治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从政策制度层面织牢织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网。
成立甘肃省妇女儿童工作资源中心，建立妇女儿童工作专家智库，规范运行甘
肃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开展妇女儿
童维权普法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和省直机关工
委党校培训内容，全社会尊重妇女、保护儿童的环境氛围日益浓厚。

合力攻坚克难，重难点指标取得突破性进展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短板弱项、重难点指标，采取有力措施，集中攻关突

破。针对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部分指标达标困难问题，开展专项调研，分别向
省委、省政府领导专题汇报，推动省委组织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对女干部配
备作出明确规定，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女干部培养选拔，促进妇女参政指标全部
达标。2020年，省、市政府领导班子配有女干部比例达到100%，县市区政府
领导班子配备比例达到93.02%。推动将村（社区）妇联换届工作纳入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中，100%的村委会有女性成员，村、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
例分别达36.21%、75.21%，较2010年提高22.81和32.71个百分点。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行动中，甘肃省率先出台《关于深化“巾帼脱贫行动”
促进贫困妇女脱贫的意见》，从就业支持等6方面制定支持妇女脱贫的具体政
策措施，并将其纳入党政扶贫开发成效考核体系。创新“资金扶持—发展产
业—技能培训—创业增收”工作链，为妇女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30.34亿
元，连续5年位居全国首位，扶持72.75万妇女创业增收。2011~2020年，累计
投入资金5625万元，培训输转“陇原妹”3.79万人，人均月增收4000元以上；投
入资金9500万元，开展劳务品牌技能培训11.65万人；投入资金4805万元，建
立巾帼脱贫示范基地、贫困妇女种养业基地409个，带动10.45万名妇女用勤劳
双手脱贫致富。在甘肃同全国一道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进程
中，260多万贫困妇女全部脱贫，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践行人民至上，让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把让妇女儿童过

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省委、省政府注重加强基础性、普惠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连年保持在80%左右，有力推动
妇女儿童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五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显著增强。2020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比2010年下降18.16/10万，婴儿死亡
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6.63、6.78个千分点。

妇女儿童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县域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基本建立，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比2010年提高16.55、24个百分点，小学初中、高中、普通高
校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分别达到47.48%、50.39%和50.65%，女性能够平等接受
各阶段教育，获得自身发展、人生出彩的能力。

妇女儿童生存环境明显改善，美丽甘肃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
任务全面完成。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比2010年增加7.03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比2010年提高9.16个百分点；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2010年提高34.18
个百分点。良好生态环境已然成为妇女儿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砥砺奋进，奋力谱写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新篇章
历史画卷总是在前后相继中铺展，时代华章总是在接续奋斗中书写。站在新的

发展起点上，我们要用心感悟时代发展的脉搏、着力锻造我将无我的境界、持续砥砺
攻坚克难的锐气、始终保持笃行不怠的韧劲，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努力走好新的赶
考之路，书写更加精彩的历史答卷，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辜负肩负的
时代使命，不辜负陇原妇女儿童的热切期待！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
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新一轮两纲、两规划组织实施，贯穿于妇女儿童发展的全过程各

方面，紧紧围绕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妇女儿
童发展新需求，用心、用情、用力为妇女儿童多办好事、多解难题，确

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新一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规划实施任
务，让发展实绩更有温度，让惠民答卷更有厚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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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鹏

“我们哈萨克族姑娘出嫁时，
母亲会提前给姑娘置办嫁妆，这些

嫁妆大都是母亲亲手绣的衣物等各
种生活用品，我就是从小跟母亲学的。”

日前，甘肃酒泉阿克塞县哈萨克
居民巴迪哈这样告诉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巴迪哈的家位于县城一
隅的一个移民小区，这里是清一色的
两层别墅。记者在巴迪哈的家里看

到，屋内从奶茶壶上的护手垫到沙发上
的靠枕、毯子，随处可见哈萨克民族特

色的饰品，从巴迪哈口中得知，这些绣品
都是出自她之手。

从牧民到创业致富带头人
“我的作品都是我自己创意、设计、自己

绘图，手工制作出来的。”巴迪哈告诉记者。
巴迪哈目前是阿克塞县民族刺绣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也是阿克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巴迪哈的家以前在牧区，她曾是一名家庭

主妇。20世纪90年代，巴迪哈一家搬到县
城，操持家务之余巴迪哈也开始为县城里的手
工艺品店制作绣品，因为有刺绣基础，又勤劳肯
干，她的绣品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几年后，巴迪哈就开了自己的民族用品小
店。2014年，借助全国妇联妇女小额担保贷款项
目的实施，巴迪哈贷到了5万元的妇女小额创业
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巴迪哈的小店扩大了规模，
并于当年成立了巴迪哈民族刺绣专业合作社。
在县妇联及相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合作社的生
产规模、工艺生产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新的平台开阔了巴迪哈的视野，也带给她新
的机遇。在县妇联的支持下，2016年，巴迪哈先
后参加了兰洽会及全省陇原巧手作品展。2018
年在敦煌文博会上，她带来了哈萨克族手工刺绣
制品的旅游产品和民族特色产品；她还携带自己
的作品赴哈萨克斯坦参加了文化交流活动等。
这些活动一方面让巴迪哈增长了见识、交流了刺
绣技术；另一方面也拓宽了她的经营思路。

在阿克塞县民族风情园内，巴迪哈的刺绣手
工艺品店里，从各类哈萨克族特色手工刺绣产
品、旅游类产品到服装类产品，各种民族风味浓
厚的手工编织作品琳琅满目。巴迪哈告诉记
者，合作社目前注册申请了“塞上绣娘”品牌，为
了拓宽销路，现在合作社实现了线下线上多渠
道销售。

在自己获得发展的同时，巴迪哈还积极带动
身边的妇女增收致富，她的合作社先后吸纳残疾
人、低保户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妇女20名，让这些
姐妹有了收入。现在的合作社，既是妇女们就业
增收的基地，也是培训妇女们学习哈萨克族刺绣
艺术、传承弘扬哈萨克民族刺绣文化的传习所。

从家庭妇女到创业致富带头人，巴迪哈不仅
通过合作社效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奋
斗中实现了个人身份的转变。现在的巴迪哈不
光每天忙活着刺绣合作社的生意，还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同时也是妇联组织的“爱心妈妈”
成员。2018年，巴迪哈被评为甘肃省陇原脱贫
攻坚巾帼带头人。

“这些年，我经历过很多酸甜苦辣，如果没有
国家的资金扶持和家人的支持，也没有我今天的
成绩。特别是能够带动身边的妇女一起创业增
收，传承民族文化，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巴迪哈
说。

“最美”的幸福家庭
“我结婚的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母亲给我的

嫁妆只有她亲手绣的一块羊毛毯。”巴迪哈至今
还记得曾经生活的窘迫。

巴迪哈结婚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丈
夫哈布里巴合提家人口多，他有3个弟弟、6个
妹妹，全家挤在一顶帐篷里。婚后不久，从部队
复员的哈布里巴合提来到乡兽医站工作，夫妻
俩搬到了乡上，一座土坯房就是他们的家。

那些年，作为长嫂的巴迪哈尽心尽力照顾
着弟妹和家人。每顿她要做一大锅饭，一次做
十几个大锅魁或是炸上一锅包尔萨克（哈萨克
族的一种油炸面食），几天就吃完了。没有地
方，就在一个大铁盆里给孩子们洗澡。每次到
取水点要拉着架子车经过一道坡，丈夫不在家，
弟妹们年龄小推不动，那段艰苦的日子让巴迪
哈记忆深刻。

“妈妈是个勤劳善良的人。她孝敬长辈，关
照弟妹，她在做人做事方面对我的影响很大，是我
的榜样！”巴迪哈的女儿加纳尔古丽说。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哈布里巴合提被
招工到县畜牧局工作，巴迪哈一家人搬出了原
来的土坯房，举家迁移到县城生活。1998年，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阿克塞县老县城的
居民整体搬迁到了现在的新县城，巴迪哈一家
人的居住、生活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观。随着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巴迪哈也拿起绣针，重拾少
女时的梦想，开启了一家人幸福的新生活。

前年，巴迪哈和丈夫通过置换补贴的方式
购买了现在这所别墅。记者看到，两层别墅装
饰一新，现代风格中带着浓浓的哈萨克民族色
彩，别墅的房间除了客厅、餐厅，大部分房间都
被布置成了卧室。

巴迪哈告诉记者：“我们家兄弟姐妹多，这
样大家回来了，住起来方便。”

“我们有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儿子现在
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已经在那边成
了家。女儿是公务员，也有了自己的小家。”采
访中巴迪哈和丈夫自豪地告诉记者。

从牧区到城市，从当初住帐篷、土坯房、砖
房到现在的别墅，这是巴迪哈夫妇一家人奋斗
的结果，也是十多年来阿克塞百姓的生活从贫
困走向小康的一个缩影。2018年，巴迪哈的家
庭被评为甘肃省最美家庭。

对巴迪哈而言，如今的她家庭幸福，事业有
成，但巴迪哈并没有满足，她还有着更远的追求。
她告诉记者：“我的刺绣手艺是我们哈萨克族的传
统技艺，我希望以后能做一些培训，让更多年轻人
掌握这门技艺，让更多的妇女从中受益！”

甘肃篇

美丽的阿克塞风光。 甘肃省妇联供图

甘肃省妇联举办的“陇原巧
手”拉菲草编织培训。 甘肃省妇联供图

健康

孕产妇死亡率

2010 33.23/10万
2020 15.07/10万

教育

参政

婴儿死亡率

2010 10‰
2020 3.37‰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2010 80.05%
2020 96.6%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2010 71%
2020 95%

村委会成员中

女性比例

2010 13.4%
2020 36.21%

居委会成员中

女性比例

2010 42.5%
2020 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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