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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妇联与省检察院联合开展救助困难妇女“皖风送暖”专项活
动。两部门协调联动，努力做到针对困难妇女儿童排查“不遗漏”、救助程
序“不梗阻”、打出救助“组合拳”，实现救助有“速度”、有“广度”、有“力
度”。截至目前，全省已救助因案致困妇女742名，发放司法救助金995.6
万元

安徽实施“皖风送暖”专项活动

救助困难妇儿“妇联+检察”打出“组合拳”

妇联助力杭城青年
幸福婚恋兴家立业

江西多地举行移风易俗集体婚礼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改改/叶星颖 白俊杰 发
自杭州 为倡导正向婚恋观，帮助单身青年拓宽交友圈，
5月20日，由浙江省妇联指导，杭州市妇联主办，浙江省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杭州市妇女活动中心、余杭区妇联共
同承办的“婚恋四方说”新时代青年婚恋观论坛暨“缘定
西子，共携亚运”交友嘉年华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梦想小
镇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双向互动的形式，线上论坛
吸引了上万名关注青年婚恋的网友在线围观，线下交友
嘉年华现场参与互动的单身青年近千人，旨在激发青年
人才扎根杭州、干事创业的热情。

本次论坛特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喻丰来到现场，与资深红娘、单身青年代表、青
年家长代表四方“面对面”对话，针对“事业与爱情的选
择”“恋爱和结婚分别意味着什么”等时下热点话题展开
讨论。一改以往论坛传统的陈述模式，喻丰妙语连珠，引
发观众阵阵掌声；红娘庞阿姨朴实阐述多年牵线心得，让
人耳目一新；单身青年的坦诚自述，吐露出时下很多青年
的困惑；单身青年父母碎碎念，道出了很多家长的良苦用
心。现场气氛热烈，引发了观众深层次的共鸣，也让大家
对如何处理婚恋中的矛盾、如何面对家庭中的责任有了
更深刻、更直观的体会。

“我虽然对你有好感，但你有一项不符合我的择偶标
准怎么办？”“亲爱的，直面你的内心，你的择偶标准其实
只是怕受伤。”舞台上，一幕幕戏剧上演，青年男女的婚恋
困惑、悲欢离合被演员们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这样以沉
浸式戏剧呈现论坛核心内容的方式深受现场观众喜爱，
线上观看率也一路飙升。

来自杭州某互联网企业的单身青年刘女士表示，这
样的方式非常新颖，呈现了婚恋领域热点现象与话题，展
现价值观的碰撞，观剧之余激发思维的火花发人深省，让
自己对婚恋有了更多期待。

杭州市妇女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自我认
知定位的不准确和婚恋观的偏差是青年难以进入幸福婚
恋关系的重要原因，依托“一缘一会”相亲交友平台，活动
举办方一直致力于青年正向积极的婚恋观引导工作。未
来将继续探索各类多样化的主题交友活动，让大家在活
动中打开心扉，扩大社交面。同时结合心理游戏、恋爱桌
游等创新载体融入多样化婚恋指导元素，让年轻人更好
地认识自己，悦纳自己，树立积极正向的婚恋观，助力杭
城青年幸福婚恋，“兴家立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刘旭 发自南昌
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婚恋观，自觉抵制各种陈规陋习，共同成为
婚恋新风尚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5月
20日，江西省各地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不要彩礼要幸福”移风易俗集体婚礼活动。
5月20日上午，抚州市第二届婚恋文化

节暨第十届大型青年相亲交友会在该市文昌
里历史文化街区浪漫开幕。江西省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钱昀，抚州市委书记魏晓奎等领导
一同推杆启动。

当天，文昌里古街灯笼高挂、繁花似锦，
热闹非凡。8点刚过，就有不少单身男女青

年，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牵线搭桥下，
相互认识、交谈，气氛融洽和美。随后举行的

“不要彩礼要幸福”集体婚礼更是精彩纷呈、
亮点频现——新人们通过爱情之门，携手入
场、拜天地、挑盖头、行合卺礼，在众人的见证
下，举行了简朴而喜庆的集体婚礼。

在赣州，全市各县（市区）也纷纷开展各
具特色的活动。5月20日，一场户外集体结
婚颁证仪式在于都县举行。22对新人喜结良
缘，在亲友及众多群众的共同见证下，开启幸
福美满的生活新旅程。

让“彩礼降温”，让“幸福加分”，于都县妇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场集体婚礼是婚事新

办的典型，倡导了文明节俭、喜事简办的婚恋
观。

同一天，以“弘扬苏区精神·倡导新婚新
办”为主题的2023年瑞金市集体婚礼在金瑞
湾公园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热心市
民的见证下，喜结连理，缘定终身。伴随着
《婚礼进行曲》的优美旋律，新人们手拉手、心
连心，一起走上红地毯，接受家人和亲朋好友
的美好祝福。20对新人还向全市适婚青年发
出移风易俗倡议，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
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与文
明携手，向陋俗说“不”，让“低彩礼、零彩礼”
成为新风尚，让文明新风吹遍红都瑞金大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走进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旧治
乡金银花加工基地，一股清香迎面
扑来，当地妇女姐妹们身穿白大褂，
正忙碌着将刚采摘下来的金银花进
行晾晒烘干。

“今年金银花收成特别好，我们
通过‘妇女微家’组织周边村的妇女
姐妹们一块儿过来采摘，按照采摘
量结算，一个采摘期下来就能收入
5000多元。”旧治乡金银花种植基
地“妇女微家”的微家长李慧娟高兴
地说。目前，金银花种植基地的“妇
女微家”吸引周边村200余名妇女
加入，通过金银花采摘、晾晒烘干等
带动留守妇女就业，同时还教授群
众金银花种植技术，进一步扩展了
金银花的种植面积。

为进一步激活基层妇联组织神
经末梢，实现联系妇女面对面、服务
妇女零距离、妇联组织和妇联工作
全覆盖，近年来，大名县妇联持续深
化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创新，培育建
立“妇女微家”，各类巾帼志愿者进
驻微家，开展思想引领、创业指导、
纠纷化解、倡树良好家风、助力乡村
治理等工作。

“‘妇女微家’把村里的妇女团
结成了一家人，有什么事大家都能
在这里说说。这次交流就学到了不
少家庭清洁知识，还学到了手工编
织创收的技巧，大家都很开心。”在
金月时光家政公司的“妇女微家”，
村民冀建华高兴地说。

有事找“微家”，民心聚“微家”。
大名县按照“广建妇女微家、打造贴
心娘家”思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建立了631个有特色、有活力、有内
涵的“妇女微家”，指导妇联执委、巾
帼志愿者建立微信群680个。

大名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微家虽小，但对妇女姐妹们无微不
至的关怀是无限的，我们广泛征集
意见和建议，耐心听取她们的小心
愿，努力为她们排忧解难，致力为妇
女提供更丰富、更贴心、更优质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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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卓家庭举全家之力建抗战博物馆

一家三代将“永远跟党走”融入红色血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前不久，武汉侏儒山战役博物馆开馆十周
年“红色传承”回顾展活动月圆满完成。来自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中共青海省委
组织部、武汉科技大学等200多个机关、企业、
学校、社区、团体和多批次新四军后代共8500
多人次参加了活动。

从侏儒山战役的相关历史照片、战役中使
用的武器，到镌刻着姓名和事迹的抗战英烈长
廊，每一次接待参观，馆长付建桥都一丝不苟，
力求讲解得荡气回肠，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沉
浸体验到那段激奋人心的革命历史。

付建桥的女儿付卓就是听着父辈的红色
故事长大的。她说：“正是这些历久弥新的红
色故事，让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不
忘初心，践行家风家训，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
精神代代相传。”

牢记“永远跟党走”的家风家训
付卓的爷爷傅玉和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

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付卓的大伯参加了著
名的上甘岭战役，二伯参加了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家中从高祖到伯父四代五口人，为中华民
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献出了生命。

也正因此，红色基因深植于这个大家庭。
“‘永远跟党走’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风家
训。”付卓说。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铭记父辈抛头颅洒热
血作出的牺牲，30年来，付建桥在全国各地艰
辛寻找到千余位当年征战侏儒山的老战士和
烈士遗属，收集和保护红色文物资料500余
件。2013年，他举全家之力，在侏儒山战役遗
址上建起了武汉侏儒山战役博物馆。

建馆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经费不足。
2010年，付建桥和周琳璋夫妇卖掉武汉市中
心住宅，掏出毕生积蓄建馆，但是资金仍有缺
口。在母亲的透露下付卓才得知，“父亲只让
家里留出一个月往返博物馆的油费，其他开销
能省则省。”提起当时的艰难，付卓忍不住哽
咽。

自大学校园相识时，付卓的爱人陈柏松便
常听付卓讲祖辈的革命故事，深受感动。得知
建馆难处后，陈柏松主动提出把夫妻俩准备买
房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帮助付建桥一起建馆。

博物馆建成后，付卓夫妇还承担了馆内技
术支持、展陈设计等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还
是社会，都是一笔很珍贵的精神财富。”

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科技报国动力
在红色家风的影响激励下，付卓习惯了在

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迎难而上。
高考时，付卓成功考入当时亚洲排名第

一、位列世界前茅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摄影测
量与遥感专业（后与武汉大学合并），刻苦钻研
专业技术。

2010年，付卓进入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
应用中心，如今已是自然保护地监测业务的核
心人员。她曾多次参加“绿盾”自然保护地强
化监督、定点监督帮扶等工作，先后荣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次、卫星中心“年度优
秀”等荣誉7次。

2016年，她有幸参与到首次全国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全覆盖遥感监测中，在承
担监测、数据统计分析、报告编制以及审核等
工作的同时，还要花一大部分精力在进度的汇
总统计和问题解决上。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在付卓和同事们的
共同努力下，任务最终保质保量完成，实现了我
国自然保护地监测从点到面、从应急到定期的转
变，编制技术报告百余份，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留学归国后，陈柏松致力于设计软件卡脖

子技术攻关研发，为构建自主可控交通基础设

施数字化行业生态贡献力量。
在一次又一次勇攀科技高峰的过程中，付

卓夫妇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做贡献的
无穷动力，始终奋勇向前、迎难而上。

让下一代在父辈奋斗中汲取
成长能力

从祖辈身上，付卓和爱人学到了英勇奋
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女儿陈卓悦降临这个光
荣的大家庭后，他们也希望用父辈的革命精神
和自己科技报国的实践影响女儿，让家风家训
得以传承。

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家人就经常给她讲
太爷爷的战斗故事。十年间，付卓和爱人带着
孩子频繁往返博物馆。“每次只要我们带她回
武汉，她都嚷嚷着要去博物馆。”付卓笑着说，

“她就是馆里的小小志愿者，帮我们浇花浇树、
擦拭展台，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多次旁观爷爷
付建桥的讲解后，小卓悦立下了志向，“以后也
要当一名红色讲解员！”

“家风是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不管在生
活还是工作中，始终激励着我们。”5月15日，
付卓家庭荣获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她说，

“我们将坚持传承红色家风，从英烈精神中不
断汲取奋斗的力量，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经历过两年多“阴云密布”的生活，32岁
的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居民田女士和她8岁的
儿子小亮，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一缕曙光。

“检察院帮申请了3万元司法救助金、
妇联给了1万元‘两癌’救助金，他们还一
起为我‘撑腰’，走司法程序帮我追讨前夫
拖欠的抚养费，又帮我解决了孩子的上学
难题……”5月中旬，即将奔赴上海治疗乳
腺癌的田女士，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细数在这场历时近一年的司法救助中，她
和孩子获得的种种帮助。

田女士获得的联合救助，是安徽省正在
实施的救助困难妇女“皖风送暖”专项活动
的具体举措。去年年初，省妇联与省检察院
结合安徽实际，会商制定活动方案。市、县
妇联组织、检察机关均制定实施意见，明确
工作内容、具体分工和负责人员，确保密切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两部门协调联动，
努力做到针对困难妇女儿童排查“不遗漏”、
救助程序“不梗阻”、打出救助“组合拳”，实
现救助有“速度”、有“广度”、有“力度”。截
至目前，全省已救助因案致困妇女742名，

发放司法救助金995.6万元。
据安徽省妇联权益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
项司法救助”活动的通知》。随后，省妇联主
动对接省检察院，双方展开协作。

实施中，各级妇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
开展走访排查。如芜湖市妇联印发了《妇联

“千名执委访万户”活动实施方案》和《关于
持续开展婚姻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通
知》，要求执委和妇联干部在走访联系妇女
群众时坚持“五必访五必问”，发现涉案涉诉
困难妇女和未成年人第一时间向检察机关
移交线索。

在该市镜湖区妇联和检察院联合开展
的“镜湖·她益行”排查中，离异后独自抚养

6岁的儿子、又罹患乳腺癌的田女士，进入
妇联干部的视线，并迅速移送至区检察院。

“一次救助，长期关怀。”据省妇联权益
部负责人介绍，在救助环节，省级活动方案
明确要求对摸排到的困难妇女儿童实施多
元联合救助。“各市、县（区）也在实施意见中
层层细化。”

记者注意到，芜湖市妇联与检察院进一
步联动民政、人社、司法等多部门力量，积极
构建多元化、全方位、长链条的社会大救助体
系，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建立台账，灵活采
取“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精神抚慰+社会优
抚+政策帮扶+社会关爱”的多元救助模式，
实现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的无缝衔接。

据镜湖区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移送田
女士救助线索后，区检察院和妇联实施了一

系列救助举措：经过核实、走访，确认应当予
以重点救助，区检察院立即协助田女士提交
书面材料，仅一周，即发放3万元司法救助
金；同时，引导、支持、协助田女士依法追索
抚养费；妇联帮助申报“两癌”救助；协调教
育部门，帮助孩子就学；案件办结后，通过回
访，跟踪各项帮扶措施落实情况。

此外，安徽淮北市明确，检察机关开展
司法救助的同时，各级妇联从困难妇女儿童
救助金、工作经费中给予每人2000元的配
套救助。针对有需要的妇女儿童，基层妇联
建立“一户一策”台账，给予心理疏导、生活
照料、情感陪伴等关爱帮扶。该市相山区妇
联、检察院、民政局，共同建立了“启明星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
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实施
意见》，三部门建立了工作协商、委托调查、
亲职教育、日常监管、严格保密五项机制和
困难妇女儿童救助绿色通道。

“全省上下统一行动，妇联与检察机关
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最大程
度实现了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的有机衔接，
切实提升了被救助人及其家庭的安全感和
幸福感，将温暖送到了困难妇女儿童心坎
上。”安徽省妇联权益部负责人表示。

全国最美家庭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指导，全
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中国妇女外文期刊
社）、中国女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巾帼光影 追梦路
上”——喜迎中国妇女十三大摄影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即
日启动。活动旨在通过影像作品生动展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我国妇女、儿
童和家庭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展现广大妇女争做时代
书写人、追梦奋斗者的风采。征集时间为2023年5月23
日至7月31日。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展示妇女、儿童和家庭领域
重要成就，以及广大妇女新时代精神风采的摄影作品。
作品内容以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为重点。投稿作品创作时间为
2018年10月以后。活动最终优选100幅作品将在有关
媒体平台推广展示。

征集展示活动在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微信公众号、
巾帼网 https://www.womenvoice.cn/、中国女摄影
家协会微信公众号、中国女性杂志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全面开启。

喜迎中国妇女十三大摄影
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启动

巾帼光影 追梦路上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李坤秀 发自乌海
近日，记者从内蒙古乌海市妇联了解到，从今年起，乌
海市将“婚姻家庭平安建设”工作列入市级财政预算，
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及
开展平安家庭建设，全力保障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作
高效运行。

记者获悉，目前，乌海市、区两级婚姻家庭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建设实现全覆盖，在20个镇街道设置了婚姻
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室，在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中心、律
师事务所等地，建立了34个“平安万家”妇女儿童维权工
作站，推动优势资源有效参与婚姻家庭纠纷。

与此同时加强数字赋能，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婚姻
家庭纠纷、反家庭暴力等工作，纳入全市社会治理网格化
管理信息平台统一部署，实现了婚姻家庭纠纷信息采集、
流转、调处、随访、归档管理“一条龙”，确保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早发现、早预警、早掌握、早化解。市妇联和检察机
关共同推进性侵、家暴、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
线索及隐患报告制度，配合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摸排家庭28588户。

乌海市妇联还聚焦需求，在主动服务中消除各类引
发家庭矛盾的不稳定因素。摸清底数分类建档，指导基
层妇联建立了应纳入但未纳入政策性兜底保障范围、已
纳入政策性兜底保障范围但仍需要关爱帮扶、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三类重点人群家庭台账，实行“一户一档”，通过
前期走访排查，摸清了妇女群众的需求和困难，定期组织
走访，提供针对性关爱帮扶跟踪服务。

此外，12345市民热线与妇联建立连锁反应机制，
对网格员巡查过程中发现的侵权、家暴、婚内纠纷等问
题，第一时间报告至同级妇联。如2022年，出现了1例
虐待未成年人案件，属地妇联在接到平台举报后，到该
名儿童所在幼儿园了解情况属实，随即与公安、检察
院、民政等部门对接联系，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商议解决
对策，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将被虐待儿童安置至福利院，
检察院对临时监护人采取强制措施，有力地保护了受
害儿童的合法权益。

内蒙古乌海将“婚姻家庭
平安建设”列入市级财政预算

让“彩礼降温” 让“幸福加分”

5月 22日，女民
警在贵州省黔西市雨
朵镇龙场小学给小学
生讲解禁毒知识。当
日，黔西市公安局民
警来到龙场小学，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
实的案例，给小学生
讲解民法典、道路交
通安全法、禁毒法和
预防电信诈骗、防校
园欺凌等法律法规知
识，增强他们的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高峰/文 周
训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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