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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造福万千农民群众

引导企业重点就育龄职工弹性工作方式等进行集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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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开展劳动用工专项行动

突出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妇儿理念

河北保定率先将
妇联纳入规委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婷 发自保定 从配套的

母婴室、爱心妈妈小屋，到老旧小区改造配套的游戏角、
“妇女微家”，越来越多的城市细节，体现了对妇女儿童的
友好与关爱。这些变化源于河北省保定市解放思想、创
新实践，将妇联吸纳为市规划委员会成员，实现了妇女儿
童理念和视角融入城市规划，大大提升了妇女儿童工作
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话语权。此举为全国首创。

作为市规委会成员单位，保定市妇联结合妇联系统
“强基增效”行动，5次参加环城水系、老旧小区改造等项
目建设论证会，3次参加儿童公园及配套设施设计汇报
会等，有效发挥了妇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保定市深改办、妇联的积极推动下，市自规局、市
住建局相继出台了《儿童友好公共空间规划指引》《保定
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为城市建设提供更加
科学的规划引领和要素保障。目前，全市69个城中村和
509个老旧小区改造中增加儿童游乐设施和体育运动设
施，打造儿童活动微空间；建设了一批儿童友好通学路、
慢行路，让儿童快乐出行；在西大街打造了有思念、有味
道、有故事的儿童友好文化传承示范街区；在环城水系建
设中，突出“童心、童趣、童育”，打造了云朵公园、松鼠乐
园、戏曲主题公园等7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儿童友好场景。

伴随着城市空间上的儿童友好，保定市妇联积极开展
“执委进万家，巾帼送温暖活动”，服务基层妇女儿童。保定
市莲池区大慈阁小区居民赵妍说：“孩子在小区里的游戏角
玩耍，我在‘妇女微家’学习茶艺知识，带娃学习两不误。”

□ 新华社记者

2003—2023。
20年时光荏苒。是什么力量引领万千山

乡发生巨变，让万千农民生活蒸蒸日上？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
自2003年6月启动以来，“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20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造就
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成效显著，
影响深远。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这一工程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深入总结提炼，推广好经
验好做法，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新发展
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城乡融合发
展步伐，继续积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
基础。

之江潮涌，奋楫扬帆。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
江，在充满生机活力的神州大地上，一幅“千村
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
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造福工程催生崭新风貌：从美
丽乡村到美好生活，开启一条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发
展之路

青砖黛瓦、创意壁画、蒸汽火车、咖啡书
店……走进舟山市定海区新建村，古朴与时
尚交织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乡村民
宿，还有乡村美术馆、乡村书店。

“奔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美丽经济’，
这些年我们越干越有劲！来的客人越来越多，
民宿年收入翻了几番，没想到农村也能成为人
们向往的地方。”见到记者，农家乐“画春园”的
主人袁其忠感慨连连。

袁其忠始终记得几年前的那一幕——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调研

时，走进袁其忠家里，与村民代表促膝交谈。
听完大家介绍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
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从偏僻落后的海岛村，到远近闻名的“网
红村”“示范村”，新建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
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浙江无数乡
村蝶变的缩影。

就在20年前，浙江的广大乡村还是另外
一番景象。

谈起当年，很多村民记忆深刻：广大农村
面临“成长的烦恼”，经济快速发展，村庄面貌
却不如人意。有人曾形容：“走过一村又一村，
村村都是垃圾村”。还有农民这样作比：“起早
贪黑赚钞票，垃圾堆里数钞票，躺在医院花钞
票”。

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短短118

天，跑遍11个地市，刚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
平一个村一个村地仔细调研。坚持问题导向，
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情况后，一个以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
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的想法逐渐成熟。

这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历史性工
程——

2003年6月，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
倡导和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
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全省启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花5年时间，从全省选择1
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推进新农

村建设的龙头工程、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
抓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要让更多的
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
村。”习近平以远见卓识谋划未来。

2003年7月，习近平提出作为浙江省域
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其中提到

“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千万工程”
正是重要抓手。

擘画蓝图、立柱架梁。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亲自出席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会和
连续3年的“千万工程”现场会并发表讲话，为

“千万工程”实施指明方向。此后，省里“一把
手”直接抓这项工作，成为浙江历届省委的一
项雷打不动的惯例。

倾情牵挂、倾力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深入推进“千万工程”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认真总结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各地开展新
农村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划先
行、完善机制，突出重点、统筹协调，通过长期
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下转2版）

——“千万工程”二十年启示录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
自6月至12月，在全国开展劳动用工“查风险 强协商
保支付 促和谐”专项行动。行动将通过加强风险动态
监测、集中指导开展集体协商要约、分类推动企业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及时督促企业妥善化解基层欠薪矛盾隐
患，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按照通知部署，6月中旬至7月中旬，相关部门要以
欠薪风险为重点，主动上门为企业开展劳动用工法治

“体检”服务，了解企业用工、工资发放等情况，对存在的
劳动用工法律风险开出“用工处方”，提出改进建议。结
合企业缴税、缴费、还贷、物流等数据信息，综合分析研

判企业风险等级，建立工作台账，力争将欠薪等劳动关
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月下旬至8月中旬，要积极引导支持企业与工会开
展“要约行动”。引导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稳定且发
展势头良好的企业，重点就职工技能要素参与企业分
配、育龄职工弹性工作方式等进行集体协商。指导生产
经营困难企业与职工重点协商调整薪酬水平、支付周
期，努力稳定工作岗位。以货运、网约车、网约配送等行
业的头部平台企业为重点，推动建立协商协调机制，定
期就计件单价、抽成比例、在线时长、派单量、极端天气
补贴等开展协商，明确相关标准调整程序、矛盾纠纷解
决机制，从源头上消除劳动关系风险隐患。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陈晓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夏日的浙江风景如画，充满诗意，
漫步乡间小路，眼观乡村景象，一条条
清澈见底的溪流，一栋栋白墙墨瓦的
村舍，一间间独具创意的店铺……像
这样同时带给人休闲感、幸福感、未来
感的美丽乡村遍布浙江省各个市县。

这样的美丽离不开“千万工程”。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2003年
6月，浙江全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花5年时间，从全省选择1万
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
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
康示范村。20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千万工
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也造福了广
大农民群众。“我们老百姓过上了和和
美美的好日子！”行走在浙江大地，这
是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听到的最多
的真情流露。

村美人和 享受乡村慢时光
“李祖慢时光，安放热爱与理想。”

墙上的标语是村民们惬意生活的生动
写照。

沿着青色的石板路漫步浙江义乌
李祖村，每一处都有来往的游客在打
卡。路边任意一个小院，都值得一逛：
在“猫的小院”边看电影边撸猫；在“南
瓜家甜水铺”点上一碗甜水慢慢品尝；
在“沙漠的染坊”感受大理蓝染的魅
力，畅想诗与远方……

时光慢了下来，心静了下来。徜
徉在村美人和的乡村，无异于给心灵
做了一场“按摩”。

李祖村的蝶变，从一条路开始。
2017年，义乌市委、市政府不断深化
实施“千万工程”，以国企投资开发、股
份合作等形式，打造德胜古韵、望道信
仰、画里南江等10条美丽乡村精品线
为基础的交通道路建设，带动偏远村、
沿线村共同发展。经过历时4年的开
发建设，义乌全市范围内形成了总长
超280公里的精品大环线。

李祖村紧紧抓住这一契机，一手抓村容村貌，一手抓
产业共富，腾笼换鸟拓空间，筑巢引凤聚创客，从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发展成了浙江“千万工程”建设的美丽
乡村共富样板。

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大潮中，离不开妇女的身
影。建设启动伊始，打造“美丽庭院”成为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的主要抓手，降低围墙、收拾院子、种上花草，在全体
村民尤其是妇女姐妹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祖村先后打造
了126个“美丽庭院”，成为省级“美丽庭院特色村”。

更让人惊喜的是，不少庭院成为“创客”业态发展、产
品展示及提供服务的最好场地，一个个庭院串起了乡村旅
游的“好风景”，成为最美的农村生态。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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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姚建/李淑冉 徐晓康
发自济南“我们家的婴童
用品，比如小褥子、小垫
子、睡袋等都是纯手工制
作，面料也是纯棉的，非常
适合孩子使用……”在山
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广运
街道西刘庄村，张文荣在
直播镜头前熟练地介绍
产品。

张文荣是西刘庄村的
一名普通妇女，也是一名
二孩宝妈。通过村妇联和
县电商产业园对接，张文
荣有机会参加电商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短视频拍摄
技巧，直播间营销运营方
法，抖音小店后台操作方
法等。学成之后，张文荣
开设了自己的直播间，目
前粉丝量已达3万多。她
还创建了启荣手工棉衣工
坊，带动本村10余名妇女
就业。

像张文荣这样通过电
商培训开展自主创业的女
性还有很多。当前，电子
商务蓬勃发展，而电商直
播具有门槛低、时间相对
自由、工作强度小等优势，
非常适合渴望灵活就业的
妇女群体。

为此，武城县妇联依
托县电商产业园建立了

“1+N妇建联合体”。作
为国家级农村创业示范园
区，县电商产业园具有创
业孵化、电商培训、特色展
示、线上线下互动交易等
功能。“1”即为电子商务产
业妇联组织，“N”是指全
县 18个企业、26个行政

村、12个社区妇联，以妇联为纽带建立的
联建妇联组织。联合体可以为妇女提供免
费电商培训、招工信息、直播一手货源等全
方位的服务，帮助妇女姐妹们在新业态新
领域中增收致富。

“‘1+N妇建联合体’打通了信息壁
垒，实现了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在联合体
聚合下，各级妇联组织互融互通互促，强强
联合，实现1+1>2的聚变效应。”武城县妇
联主席陈桂梅介绍。

目前，武城县电子商务“1+N妇建联
合体”共培训、培养女性学员500余名，
帮助 60余名女性实现电商自主创业梦
想，300余名女性经培训走上电商服务
岗位，带动600余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灵
活就业。

既能创业，也能就业。通过联合体，企
业发布招工信息，妇女获得工作机会，企业
与用工人员双向“联姻”。联合体既解决企
业招工难问题，也解决了妇女就业困境，增
强了妇联组织的聚合力，实现了妇联工作
覆盖最大化。

头雁领航，雁阵齐飞。“我们计划用一
年左右时间，打造一批运行有效的‘1+N
妇建联合体’，全面提升全县妇联统筹力、
执行力，为妇女群众解决家门口就业创业
难题。”陈桂梅说。

以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为 指 引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巾帼华章

黄晓薇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

详见2版
6月25日，民警在贵州省开阳县第二小学禁毒园地为学生讲解禁毒知识。
今年的6月26日是第36个国际禁毒日。近日各地开展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增强社会群众防范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工作的社会氛围。 新华社发（袁福洪/摄）

校园里的禁毒宣讲校园里的禁毒宣讲

江苏网上妇联实现建设、使用、管理闭环化运行

“妇字号”网上阵地搭平台聚流量暖人心

我为妇女儿童办实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从“面对面”到“键对键”，网上妇联建设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是新时代妇联
组织深化改革，打通服务妇女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创新举措，亦是推动新时代妇联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近年来，江苏省妇联
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到网上妇联建设全过程
各方面，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守正创新为动
力、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从建设、使用、管理的
闭环化运行中，推动形成符合时代要求、具有
江苏特色的“妇字号”网上阵地，扬正气、聚流
量、暖人心。

数字赋能 建好“在你身边”的
网上平台

在网上点开全新改版上线的江苏女性
网，温馨的画面跃然眼前。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看到，网站首页布局简单明了，将
政务、资讯、服务等功能合而为一，围绕女

性思想政治引领、妇女创业就业服务、家庭
教育指导、妇女合法权益维护等内容，设置
13个频道，开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江苏省妇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好用好
《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等网络专题，设置
“学习二十大精神网络行”网络专栏等，同
步呈现在手机端和电脑端。

不仅如此，更新迭代的江苏女性云服
务平台上线，创设了丰富多彩的云端服务
应用场景，上线江苏省女性社会组织协同
发展平台、妇联干部云培训平台、城乡妇女
岗位建功申报系统、家庭典型申报系统和
三八红旗手（集体）服务平台等11个服务
平台，推动建立集成创新数字服务体系。
同时，打通包括江苏女性网、微信公众号和
云服务平台在内的“妇字号”平台，实现端
口互推、流量互引、素材共用。

今年，江苏省妇联聚焦妇女群众“急难
愁盼”，又开启了数字妇联建设新征程，建

设“在你身边”妇女儿童关爱服务平台，
12338在线维权服务平台，实现数字服务、
数字业务、妇联大数据融合应用，推动实现

“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妇女儿童。
按照“群众在哪儿，妇联宣传就要跟进到

哪儿”的要求，江苏省妇联新增强国号、人民
号、视频号等大流量新媒体号，积极推动县级
妇联主动融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不断完
善省、市、县妇联宣传阵地的线上线下互通、
资源共享共用，共同构筑江苏“妇字号”融媒
体舆论宣传矩阵，切实构建起联系网、工作
网、服务网整体合一的江苏网上妇联。

守正创新 用好妇联特色的
网上空间

聚焦党的二十大、建党百年等重大时
政议题，不间断推出融媒重磅策划；上线

“她说·在你身边”“强国复兴有我”原创视
频专栏，一个个女性主人公出镜讲述亲身
经历，广泛引发共情；（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