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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辽宁省辽阳市妇联经过多方调研，选定了投资少、效益高、田间管
理简单的“红鲜椒”庭院经济项目。市妇联为妇女家庭免费提供种苗，建立“合
作社+农户”订单式种植模式，定期聘请农业技术专家实地讲解红鲜椒作物种
植技术，建立庭院经济学习交流微信群和举办线上视频直播课，常态化开展技
能培训，使种植户既学到了技术，又及时解决种植难题

辽宁辽阳妇联发展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红鲜椒”种出“红日子”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妇联部门联动推进“家健康”行动

四道“加法题”织密“健康网”

吉林延边“民俗文化+
节庆”倡树婚恋新风

甘肃临洮“零彩礼”婚礼培育文明新风尚

湖南怀化开展12338妇女
维权热线接线员全员培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8月26日一大早，一辆辆厢式货车驶入
了辽宁省辽阳市多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

“今年的收成不错，看这红鲜椒又红又大，多
招人稀罕。”赶来送货的西马峰镇岳家堡村
村民王丽刚采摘完第一批红鲜椒，“别看这
小鲜椒不起眼，在院里空闲的地方种4个
月，每年都有好几千元收入呢。”王丽和身边
的村民们念起了自家的致富经。

起初辽阳市各级妇联干部走村入户宣
传“红鲜椒”种植项目的时候，王丽心里也犯
嘀咕：“家里的院种蔬菜、瓜果每年都能有点
收成，红鲜椒可是个新鲜事物，万一种不好
可咋整。”

在小纸房村居住的好姐妹吴红梅听说了
王丽的担心，在妇联干部的带动下，她来到了
王丽家。吴红梅在辽阳新特现代农业园区打
工，辽阳市妇联推广“红鲜椒”种植项目的秧
苗就是在他们园区培育出来的，为此她当年
就在自家园子里种了一批，仅当年就赚了几
千元。

看到好姐妹吴红梅赚到了钱，王丽在院

子里试种了2～3分地，由于家里有暖棚需要
照顾，家里70多岁的老人在闲暇的时候就帮
着侍弄园子。该拔草、备垄的时候，技术人员
在群里提前通知，按照技术员的指导，4个多
月后，王丽家的园子就红火起来，结出了一串
串红彤彤的红鲜椒。

火红的鲜椒扮靓了王丽家的庭院，也
坚定了她发展庭院经济的信心。第二年她
把家里的院子全都种上了红鲜椒，去年共
收获了4500多斤，赚了7000多元。

在辽阳，像王丽、吴红梅一样，通过在房
前屋后种植“红鲜椒”项目增收的妇女姐妹还
有很多。投资少、可复制、适合妇女和闲散劳

动力种植，本着发展庭院经济、打造美丽乡村
的初心，2020年辽阳市妇联深入企业、基地
多方调研，最终选定了投资少、效益高、田间
管理简单的“红鲜椒”庭院经济项目。

辽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娜告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庭院里种植“红
鲜椒”，妇女群众无需投入，市妇联为妇女
家庭免费提供种苗，通过“合作社+农户”
的订单式种植，给大家吃上一颗“定心丸”，
不愁销路，大家也就有了种植的积极性。

辽阳市妇联提到的合作社，就是辽阳新
特现代农业园区。在调研项目时，负责人章
艳艳与辽阳市妇联多次前往红鲜椒的供应

商处考察调研，并在每年2月签订三方采购
回收合同，以确保农户种植后没有后顾之
忧。

经过合作社统一育苗之后，辽阳市妇联
无偿将种苗发放给农户，一颗颗秧苗在农户
的庭院里开花结果，一串串喜人的红鲜椒红
火了日子也美化了庭院。

种植期间，市妇联还定期聘请农业技术
专家实地讲解红鲜椒作物种植技术，提供沃
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通过建
立庭院经济学习交流微信群和举办线上视
频直播课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使
种植户既学到了技术，又及时解决种植难
题。

章艳艳告诉记者，红鲜椒管理简单收益
可观，4个月一亩地就可以达到净利润7000
多元，是种植玉米收入的2～3倍。

截至目前，辽阳市妇联累计投入27万
元，把庭院经济“红鲜椒”种植项目覆盖至6
个县（市、区），20余个乡镇，50余个村，为近
2000户妇女家庭，免费发放种苗304万株，
推广种植724亩，帮助低收入妇女家庭实现
增收239万元。

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耿兴敏 陈姝 发自北
京 为深化拓展2023中关村论坛科技女性创新论
坛成果，引领青年女科技工作者树立科技报国之志、
投身前沿科技研究，近日，在中关村论坛办公室指导
下，由北京市妇联、市委教育工委主办，首都女教授
协会承办的巾帼青年科技协同创新前沿交叉论坛
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聚焦基础前沿交叉领域，邀请中国
工程院院士苏东林，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美国
护理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Dawn
Stacey等中外女科学家分享科研成果与奋斗经
历，同时深化启动新一轮针对科技后备人才培养
的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开展女科学家与青年科技
人才圆桌对话。来自首都80余家高校、科研机构
的女科学家及青年学生代表及首都女性团体代表
参加活动。

论坛上，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启动，宣布了2023
年领航导师和先锋队员名单并向她们颁发了证
书。巾帼科技领航计划由首都女教授协会于2022
年启动，着眼于培养卓越青年科技人才，由杰出女科
学家引领先锋队员纵向深耕专业、横向提升综合素
质，促进青年人才全面成长。

在巾帼青年前沿交叉“她”力量圆桌对话环节，
清华大学教授李艳梅、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许琪、北
京化工大学教授吴一弦、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夏燕、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景丽萍及科技领航先锋队员代
表聚焦巾帼青年女性科技领导力及创新素养培养
进行了对话，并与外国留学生代表互动交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李熙爽
发自延边 9月3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成立71周年。当日，由州妇联、州文
广旅局主办的延边州“遇见爱情‘延’途
有你”集体婚礼在延边旅游集散中心隆
重举行。16对新人身着朝鲜族民族服
饰，满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憧憬，庄重地
完成了奠雁礼、合卺礼、交拜礼、鸡蛋礼、
备茶啖桌、拜父母等礼仪，并与在场亲
友、观众载歌载舞共同庆祝礼成。州政
府副州长尹朝晖，省妇联副主席呼志辉
等出席婚礼。

当日上午，州妇联主席韩丽莲主持第
一阶段活动，盛大的集体婚礼正式拉开
帷幕。尹朝晖为16对新人致证婚词，祝
愿新人们能够谨记“忠厚传家久”秉承良
好品格，传承良好家风；“百善孝为先”孝
敬父母、关爱长辈；“家和万事兴”互敬互
爱、和谐和睦，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能够共建美好家庭，共尽社会责任，共创
美好未来。

活动中，新人代表关羽、卜佳驹宣读
爱的宣言和移风易俗倡议，引导广大青
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做优良家风的传
承者、做婚事新办的倡导者、做幸福家庭
的守护者。“最美家庭”代表伊学义、姜玉
杰夫妻为新人现场送祝福，引导新人共
同建设幸福家庭，弘扬时代新风，并动员
广大新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传播
家庭文明正能量，把个人梦想融入家乡
梦、民族梦，汇聚起建设大美延边的磅礴
力量。

据了解，此次集体婚礼是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婚恋
新风的一项务实举措，得到了广大适龄青
年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彰显了民俗传
统与时代文化的有机融合。活动旨在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欢庆
建州71周年为契机，持续发挥“民俗文
化+节庆”热能效应，呼吁广大青年拒绝高
价彩礼、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观价值观，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千家万
户落地生根。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袁鹏 发自定
西“今天嫁女儿我没要一分钱彩礼，只要
孩子们过得好，比啥都强！”白彦龙说，按
照他们村以前的风俗，彩礼要的越高，女
儿在婆家的地位就越高，过得越好。

前不久，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衙下集
镇单家山村村民白彦龙的女儿出嫁，婚宴
在自家院子举行。挤门、献花、找鞋、上花
车，婚礼流程虽然简单，却不失热闹庄严。

白彦龙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他先前也想着要10万元彩礼，但又一想，
彩礼要得多，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女儿。
而且自己作为一名党员，要带头遵守村规
民约中规定的红事新办要求，最后决定不
要彩礼了。

白彦龙为女儿简办婚事的做法也赢
得了周边乡亲们的肯定和赞扬，成了村里
移风易俗的标杆。

单家山村村支书兼红白理事会会长
瓦万书说：“以前人们办喜事都喜欢攀比，
生怕自己办得不排场、没面子，硬着头皮
也要大操大办。这两年来，经过不断地宣
传引导，大操大办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办喜事实施“限高彩礼”政策，倡导“零
彩礼”；办丧事杜绝大操大办，倡导厚养薄
葬……新的村规民约正在成为甘肃省定西
市临洮县每个群众的日常生活“准则”。

移风易俗，重在潜移默化。近年来，临
洮县持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夯实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基础，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社会文明水平显著提升。自临洮县
制定并下发了《临洮县深化治理高价彩礼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攻坚年行动方
案》以来，婚丧嫁娶就有明确标准，婚宴标准
大幅下降，高价彩礼逐步变成“低彩礼”甚至
是“零彩礼”，“一碗烩菜办丧事”的新风尚也
逐步形成。“零彩礼”婚礼也成为近年来临洮
县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一个
成功范例。

据临洮县文明办主任王亚海介绍，
临洮县正在多措并举，推动文明餐桌、文
明出行、文明就医、文明服务等文明行为
促进行动，用点滴细节推动社会文明新
风尚的形成和传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为进一步加强12338妇女维权
热线建设，近日，湖南省怀化市妇联分批次对市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中心接线员，开展12338妇女维权热线接线
业务和心理知识培训。此次业务培训面向市县173名接线
员，培训覆盖率达100%。培训内容包括妇联主要工作职能
介绍、妇女权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接线员基本接线要
求、12338常见求助案件处理办法、压力处理与情绪管理五
个方面。

据悉，为贯彻落实全国妇联、省妇联关于12338妇女维
权公益服务热线建设的相关要求，怀化市妇联于今年7月底
出台了全市首个规范12338热线的实施方案——《怀化市妇
联关于进一步规范12338热线来电来访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从提升维权队伍专业素养、健全
接访工作制度、规范矛盾化解处理机制、提高舆情研判监测
和处置能力4个方面，明确了规范12338热线来电来访工作
的12条具体措施，提出要将12338热线打造成“快速接听，
分类处理，高效运行”的服务平台，提高妇女儿童信访维权
工作总体水平。

据介绍，下一步，怀化市妇联还将与市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中心联合开展接线员业务知识竞赛，通过以赛促学，
进一步深化此次12338业务培训效果，提高12338热线建设
质量，更好帮助妇女群众解决维权过程的重点、难点、堵点问
题，不断提升妇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邵伟 陈琳 明四惠）

巾帼青年科技协同创新
前沿交叉论坛成功举办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施颖 陈国兰

近日，针对婴幼儿“照看难”“托育难”
“接娃难”等问题，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妇
联、兰城街道妇联联合保山叮叮当早托园
启动“爱在开端”0～3岁婴幼儿教育公益
服务进社区项目。项目启动后将定期对家
长实施辅导，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家
门口的早期教育公益指导服务，更新家长
科学育儿理念，护航婴幼儿健康成长。

而刚刚过去的暑假，一堂别开生面的
家庭教育专题心理辅导课在隆阳区瓦渡乡
文化站开展，隆阳区妇联专门邀请保山市
未成年人校外辅导站心理辅导老师深入山
区，为30余位困难家庭家长们就与孩子相
处中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解
答。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家长们还意
犹未尽。

三个月前的6月9日，在隆阳区妇联、
金鸡乡妇联、隆阳区家庭教育讲师团精心
策划下，“艾玫妈妈”和谐亲子公益项目正
式启动，项目为期一年半，聚焦家庭教育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从参加活动人员的反馈
来看，该项目是群众急需的家庭教育指导
实操性培训，称得上是家庭教育的一场“及
时雨”。

无论是金鸡的和谐亲子公益项目，还
是兰城的教育公益服务进社区项目，抑或
是瓦渡的家庭教育专题心理辅导课，在隆
阳区都不是个例。类似的心理课、公益项
目在隆阳区各个乡镇（街道）比比皆是，这
是隆阳区通过做好“城市+农村”“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两道“加法题”，推动“家健
康”行动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在推进“家健康”行动中，隆阳
区妇联结合“三访四察五送”，深入了解群
众对健康的诉求及期盼，结合实际部门联
动做好四道“加法题”，进一步推动营造健
康家庭环境，提升家庭健康水平，引导家庭
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第一道‘加法题’是从地域维度展开
的，通过‘城市+农村’，充分体现在关注
城市家庭健康水平提升的同时，同样关注
农村，尤其是山区家庭健康水平的提升。”
隆阳区妇联主席段梦妹向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详细解释，第二道“加法题”是从
内容维度展开的，通过“身体健康+心理
健康”，在关注千家万户身体健康的同时，
同样关注家庭成员心理健康；第三道“加
法题”则是从对象维度展开的，通过“部
门+社会力量”，不仅加强部门与部门的
联动，更团结动员各行各业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到“家健康”行动中来；第四道“加法

题”是从形式维度展开的，通过“主题+专
题”，紧紧围绕“家健康”这一主题，开展巾
帼宣讲、健康家庭评比、关爱服务、健康运
动等活动，真正营造健康氛围，推动健康
理念深入人心。

为了确保四道“加法题”能够算好算
准、取得实效，隆阳区妇联建立工作机制，
强化督导细化任务，具体做到每季度开展
联席会议，每两月开展工作督导，每半年开
展总结会议，同时区妇儿工委将“家健康”
行动工作纳入年度妇女儿童考核，量化具
体指标，占一定分量的考核分值，并随着

“家健康”行动的不断深入，考核分量将不
断加大，确保“家健康”工作责任压得实，工
作推得好，进一步织密隆阳“健康网”。

隆阳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把群众的“健康”放在心头，以“事事落实
到位”的执行力推动“家健康”行动走深
走实。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500余名妇
联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参与走访，走
访了21个乡镇（街道）、351个村（社区）、
1054个村民小组、23万余户家庭。各部
门先后在隆阳区各乡镇（街道）开展各类
健康知识宣传宣讲100余场次，开展专
题心理健康辅导30余场次，联合律所、
早托园、校外辅导站开展针对性公益服
务活动150余场次。

新人们在婚礼上集体拜谢父母。 延边州妇联供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董沁烨

“15年来，我们帮助289位母亲走出
困境，让她们对未来生活更有期待”“10
年来，我们为800多名困境儿童提供关爱
服务，他们笑起来真像一朵朵灿烂绽放的
向日葵……”

9月5日，在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
嘉兴，由嘉兴市民政局、嘉兴市妇联、嘉兴
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举办的“嘉里有爱 爱向未来”妇女儿
童公益服务项目发布活动顺利举行。这既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
妇联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也是做实
困境妇女儿童民生托底的重要抓手。

妇儿公益 全情投入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三色法”项

目、“馨守相伴 五彩童年”关爱留守儿童成
长项目、“母亲援助工程”项目……这些起
点不同、服务对象不同，但落点都是爱的公
益服务项目，被评为嘉兴市关爱妇女儿童

“十佳”公益服务项目并获得表彰。
“‘筑梦规划师’低保低收入家庭儿童服

务项目从2016年开始，至今已持续了7年，
共帮助了670多名孩子，项目覆盖范围从嘉
兴延伸到四川、青海等地，我们的目标是让
每个孩子都能够大胆做梦、勇敢追梦。”活动
现场，“筑梦规划师”低保低收入家庭儿童服
务项目、“母亲援助工程”项目、“向日葵计
划”困境儿童帮扶项目等项目负责人现场展
示了他们的公益成绩。

“从被帮助到帮助他人，我觉得很有意
义。”现场的一名陆女士激情澎湃地说，“我
曾经也是一名受助者，是‘母亲援助工程’
让我成为一名热情的社区工作者。”

近年来，嘉兴市各级妇联聚焦“一老一
小”困境妇女儿童，致力打造“儿童友好温
馨嘉”守护圈，从困境儿童的生活关爱、成
长赋能，到困境母亲的自我提升、社会融
入，再到家庭个案的救治帮扶、危机干预，
于细微处体现组织温暖。据统计，仅今年
全市就有150余个聚焦妇女儿童的公益服
务项目，涉及资金1660万余元。

暖心十条 情暖四季
今年初，浙江省妇联出台了《关爱赋能

困境妇女儿童“四季行”专项工作方案》，大
力开展系列关爱活动，切实将关爱困境群
体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在基层。

恰逢第8个中华慈善日，嘉兴市妇联接过“四季行”行动
接力棒，立足嘉兴实际，敏锐捕捉困境妇女儿童的所需所盼，
发布关爱赋能困境妇女儿童“四季行·暖心十条”，着力推动省
妇联“四季行”专项工作方案在嘉兴落地有声、见行见效，更好
促进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们将关爱和赋能并重，从生活资助提升到就业帮扶，
将关注身体提升到身心并重，让越来越多的困境妇女儿童及
其家庭走出困境、走上共富路，甚至成为共富路上的带头人，
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传递温暖。”嘉兴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金钟表示。

活动现场，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从事不同工作的10位
嘉兴市关爱帮扶妇女儿童的典型人物。嘉兴市阳光家庭社工
事务所的负责人董金娣就是其中一位，她在社工岗位上整整奉
献了13年。“面对求助者，我们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尽己
所能为他们点燃希望，指明方向。”

三方签约 爱向未来
“细流汇聚江海，小善成就大爱。我们诚邀更多的慈善机

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朋友一起为困境妇女儿童献出
爱心、贡献力量，共同营造全社会参与困境妇女儿童公益帮扶
的良好氛围。”嘉兴市政府副市长邢海华在活动现场发出倡
议。

在嘉兴市妇联的倡导下，嘉兴市慈善总会、嘉兴市妇女儿
童服务中心和浙江五芳斋实业现场签订了“嘉里有爱”困境妇
女儿童公益服务合作框架协议。活动现场，“嘉里有爱 十光
同行”公益服务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总计600万元，定向用于
支持未来十年全市优秀的困境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

近年来，嘉兴市妇联注重联合慈善机构、爱心企业、社团
组织等社会力量，建立“部门资源+慈善机构+爱心企业+社会
力量”四级公益共建联合体，切实推动了公益服务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比如，由禾城公益基金会定向捐赠的“青蓝万家”家
庭教育社区实践项目，连续10年、每年捐赠50万元，实施两
年多来为0～6岁的儿童家长开展数十场家庭教育辅导与心
理服务，有效推动了科学家教的普及。

对妇女儿童开展关爱保护和公益服务是一项长期事业，
需要社会共建、人人参与、久久为功。“嘉里有爱 十光同行”是
嘉兴市四级公益共建联合体发光发热的又一生动体现，助力
关爱妇女儿童项目内生循环、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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