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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论述摘编》 动
态

为了更好地发挥妇联执委的作用，链接更多社会资源，重庆市长寿区妇
联创新开展执委轮值主席制度。执委轮值主席制度在于“轮”，更在于“值”，
不仅仅是每个月有新主席走马上任，更在于每个月都有新活动开展、新任务
落地。希望通过执委轮值主席制度，让妇联组织能延长自己的手臂，团结更
广泛的社会力量，为各级妇联工作开拓新局面、实现新突破

重庆市长寿区妇联创新开展执委轮值主席制度

在“轮”与“值”中开拓妇联工作新局面

“80后”瑶族女教师陈桂霞：

“任凭‘风吹雨打’，我都会追着光，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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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 乐丁

“我准备在这个月的任期内，依托区文
化馆的优势资源，打造一支具有文化特色
的巾帼宣讲队伍，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
式宣讲好党的政策、发出长寿好声音。同
时，我还要发挥专业舞蹈老师优势，开展好
形体训练、舞蹈培训等女性素质提升课堂，
普及推广长寿区原创广场舞《长寿等你
来》。”9月4日，是重庆市长寿区文化馆副
馆长李佳妮第一次作为执委轮值主席参加
区妇联机关工作例会的日子。为了这一天
发布她的月度“施政计划”，她已经通过调
研走访、征求意见准备了半个月。

李佳妮是长寿区妇联35位执委中的
一员。近年来，长寿区各界妇联执委在岗
位和基层一线，积极参与思想引领、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维权服务、家庭教育和志愿
服务，发挥了“智囊团”和“领头雁”作用，实
现了妇联执委凝聚妇女力量、服务妇女群
众、带动妇女发展，成了基层群众看得见、
找得到、靠得住的贴心“娘家人”。

怎样让执委队伍更加积极履职，更加
主动承担妇联工作？怎样充分发挥好执委
作用，实现妇女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
有阵地做事”？长寿区妇联专门制定了《长
寿区妇联执委履职制度》，同时广开言路征

求各级各界执委的声音，以期通过制度化
提升妇联执委履职意识和能力，实行执委
轮值主席制度是其中的重头戏。

“我觉得执委轮值主席制度有利于发
挥每一个执委的专业和行业优势，开展有
特色、有针对性的活动。我们现在有31个
执委参与轮值，我建议可以将行业相关、背
景相似的执委两两搭配，形成AB角色，这
样可以沟通探讨、资源共享，实现1+1>2
的效果。可以采用流动红旗的形式进行轮
值主席的交接，这样更有仪式感，激发轮值
主席的使命感。”长寿区妇联执委、重庆澳
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晓鸿在征求
意见座谈会上对履职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意
见。

对于活动安排，马晓鸿建议：“我们活动
的设计要多链接社会资源、丰富活动形式，
不仅仅是追求规模，比如法律行业的执委可

以组织群众学习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
法规，餐饮行业的执委可以组织妇女群众开
展厨艺大赛。我是搞农业的，我可以提供场
地开展巾帼致富带头人技能培训、乡村大舞
台等活动，要发挥自身优势，这样才有特色
和吸引力，也更游刃有余。”

区妇联刘江红和周艳两位副主席一致
认为：“可以在执委轮值主席交接时召开一
个小结会，上一届轮值主席总结上个月做
了什么，有什么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
意见建议，就像运动会接力赛一样，大家坐
在一起进行总结交接，而不是把自己这个
月的事情做完就结束了，这样我们的工作
才能有持续性，更能形成品牌效应。我们
会给大家准备执委工作手册和轮值主席工
作记录本，自己有好的想法和做法，有什么
工作成绩和工作建议都可以记下来，有了
记录我们就可以形成档案，更有利于总结

和提炼优秀的经验。”
来自区卫生健康委的罗娟说：“我们每

年都会组织义诊义检、‘两癌’筛查和救助
等活动，接下来我们会执行好执委轮值主
席制度，发挥好自己的行业优势，念好‘联’
字诀，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一系列服务
妇女儿童的精彩活动，贴近妇女群众，倾听
妇女心声，做妇女儿童的‘贴心人’‘娘家
人’，提升妇女儿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建
议年初的时候征集每位执委拟开展的活动
形成清单，这样更有规划性和针对性。”

利用好妇联优质平台，发挥妇联执委
的主动性，在工作中亮标识、亮身份、亮职
责、亮工作、亮成效，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服务基层妇女群众，是长寿区妇联实行
执委轮值主席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妇
联执委是妇联引领服务联系各界妇女的重
要力量，长寿区妇联将充分发挥执委们的
优势和作用，让每一位执委都成为妇联组
织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一面闪亮旗帜。

据长寿区妇联主席况敬蓉介绍，除了
执委轮值主席制度，长寿区妇联还结合实
际提出了“七个一”联系制度。要求执委们
采取走访慰问、面对面交流、网络联系等，
广泛常态联系妇女群众，全方位、多渠道了
解妇女群众需求，及时向本级妇联反映有
关妇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提出加强和改
善妇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我国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巾帼不让须眉
的豪情和努力，起到了‘半边天’的作
用。”黑龙江嫩江市繁荣达斡尔民族村
巾帼文明学习驿站内传来阵阵铿锵有
力的达斡尔语，镇妇联正在开展一场

“热腾腾”的宣讲。
“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

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伴随着前进镇
达斡尔族“00后”妇联主席杜志娟将《习
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
编》（以下简称《论述摘编》）以“民族语+
普通话”深入浅出地讲解，引发在场妇女
群众的强烈共鸣。

“原来总是在电视上见过宣讲，现
在妇联把《论述摘编》送到我们家门
口，还用我们能听懂的民族语言讲给
我们听，真是太好了！这一页一页的
字我很难全部看懂，但现在书中讲的
我全都听懂了！”达斡尔族妇女丁芳元
激动地说。

“真没想到总书记对咱们妇女群众
这么关心。”丁芳元的女儿孙波接过母
亲的话茬说，“这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
定了我跟党走、感党恩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信心特别足！”

连日来，嫩江市妇联坚持把学好用
好《论述摘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在深化内化转化上见实效，奏
响“学理论、勇创新、重实践”“三部曲”，
确保《论述摘编》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在
基层妇联落地生根。

弹好“理论弦”，奏响凝心
铸魂“思想曲”

嫩江市妇联立足妇联工作实际，及
时制定学习计划，开展“通读一次摘编、
撰写一篇心得、畅谈一次体会”“三个
一”学习活动，在原原本本、原汁原味中
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入学习、深入思考
中求真解、悟真谛。运用“互联网+”新
模式，用活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转
发省妇联发布的巾帼大学习里关于《论
述摘编》的内容，不断增强学习针对性
和实效性。

同时，及时关注各地妇联公众号，
借鉴《论述摘编》学习的新招、妙招，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转化为自己的奇招、巧
招。及时收集整理《论述摘编》要点，汇
编成口袋书印发至每名党员干部，帮助
大家利用工作间隙的碎片化时间及时
学习，促进大家对摘编精神准确掌握。
利用工作群，每日推送学习资料，做到
及时更新内容，丰富学习资源，拓展学
习深度，将“微”学习融入日常生活和工
作。

弹好“创新弦”，奏响提质
增效“进行曲”

嫩江市妇联将党的理论思想融入歌词，创作妇联之歌
《巾帼心向党》，让党的新理论“活”起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引领广大妇女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
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为此，嫩江市妇联打造“豆乡姐姐”
服务品牌，制作“豆乡姐姐”一直在您身边视频人物形象，以
丰富的宣传方法手段，使党的创新理论为广大妇女所喜爱、
所认同、所拥有。在市妇联召开座谈会，由专职妇联干部谈
认识、谈体会、谈感想，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激发干事创业
的动力活力。在公众号上开设《热议》专栏，邀请妇联执委、
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等分享学习摘编感受，形成
人人参与、人人热议的浓厚氛围。

此外，嫩江市妇联还开展三个赠予活动，赠予执委、乡镇
妇联主席、社区妇联主席人手一本工具书，赠予市委常委人手
一本工具书，赠予市党政班子一把手女干部人手一本工具书，
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更好开展妇女儿童工作。

弹好“实践弦”，奏响以学促干“奋进曲”
在深入学习《论述摘编》后，嫩江市妇联以学促干，推出

红帆超市积分兑换机制，制定庭院美·会员手册，把美丽庭
院的“五美”要求量化打分，激发姐妹们参与美丽庭院建设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胜利
村打造“私人订制”菜园，鼓励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到菜园革
命中来，引导消费者和农户进行对接，进一步激发了农村内
生动力。

成立“豆乡姐姐帮帮团”，推出独具嫩江温度的关爱帮
扶“N+1”民生实事公益项目，根据不同家庭需求“量身定
制”豆乡姐姐帮扶小分队，共同帮助“1”个困境未成年及家
庭。同时，嫩江市妇联还坚持把挖掘、培树、宣传优秀妇女
典型作为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重要抓手，结合“美丽庭
院”“文明家庭”巾帼建功等评选活动，深挖细研典型榜样，
建立“先优库”收录各类典型人物百余位，让广大妇女学有
榜样、赶有目标，激发妇女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情。

□ 邵伟 郑明辉 欧阳毅

“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工作了20年，为了
瑶乡孩子，我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9月6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五龙山完小，“80
后”瑶族女教师陈桂霞坚定地说。

陈桂霞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在山区
教育这片土地上，已经耕耘了20个春秋。三
尺讲台和一方黑板就是她挥洒人生的舞台。

五龙山完小是宁远县北部山区最偏远的
学校，距离县城55公里，海拔1450多米。那
里是四县交界之处，地理偏僻，教育水平与城
区相比差了一大截儿。

2004年刚毕业的陈桂霞，以全县统招教
师第二名的成绩满怀激情到县教育局报到，
工作人员问她愿意在城区学校还是到最偏远
的五龙山完小教书。抉择时刻，家人也劝过
陈桂霞“进城”教书或者“走出去”挣钱。但她
婉拒了劝导，毅然选择回到了家乡五龙山完

小任教，这一决定让人诧异不已。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是家乡的父老养

育了我，我是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我要回到
家乡、回到母校，让像我一样的孩子走出大
山，了解外面的世界。”谈到当初的选择，在五
龙山瑶族乡大坝村长大的陈桂霞斩钉截铁地
说道。

当时，教育资源匮乏，五龙山完小六个年
级只配了约10位老师。校舍简陋，校园地面
坑坑洼洼，一到雨天操场就是泥泞一片。教
室内桌椅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学校的十几
位教师蜗居在一层低矮的砖瓦房里。”陈桂霞
至今还历历在目。

作为村里唯一一个返乡教书的老师，陈
桂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师资短缺，美术
专业毕业的她请缨跨专业教学，她还当过英
语老师、语文老师；教学设施不足，她制作教
具，以干货满满的课堂吸引学生。

20年来，山路上的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

黄。一群群山里娃走出了大山，走向了更精
彩的世界。即使曾有过多次调岗的机会，陈
桂霞依旧选择扎根于山区学校教育事业中，
教过的学生超过1000人。这份坚守，改变了
很多山里孩子的命运。

“我因为陈老师的影响爱上了学习，改变
了命运。”汪若蕾是陈桂霞教过的学生，从小
就立志将来要当陈老师那样受学生爱戴的好
老师，如今已成为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港
学校的一名语文老师。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初任教的
陈桂霞满头黑发，如今却已鬓染秋霜。

“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和清澈
的眼神，所有的苦都含着甜。”问及在偏远山区
学校苦不苦，陈桂霞脸上溢着幸福的笑容，“教
师这个职业是我的选择，我要为我的选择而坚
守。任凭前方多少‘风吹雨打’，我都会迎着
风，追着光，不断前行，因为教育是山区孩子的
希望，把孩子们教育好是我心中的梦想。”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马伟/边巴吉巴 发自拉萨 9
月8日，西藏定结县举行“母亲健康快车”捐赠移交仪式。仪式
现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多
布扎乡卫生院捐赠1辆价值33.018万元的“母亲健康快车”。

在捐赠移交仪式上，县妇联主席边巴吉巴希望受赠乡卫
生院以“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为契机，做好妇女群众的引领服
务联系工作，通过开展急救转运、疾病筛查、健康义诊、健康宣
教等公益活动，使“母亲健康快车”成为服务之车、宣传之车、
和谐之车。

当天，多布扎乡卫生院还举行了义诊活动，当地群众看着
满载希望、爱心和祝福的“母亲健康快车”，心里满是激动和高
兴。义诊咨询台前挤满了问诊的妇女群众，医务人员耐心地
为群众量血压、发药品，细致地讲解健康知识、提供健康咨询。

此次捐赠活动，为妇女姐妹送去了健康理念，真正把党
的温暖和关爱送到广大妇女姐妹和家庭身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头正肩平腰挺直，两脚放稳同肩宽，三
指执笔要夹紧，余指靠紧毛笔管……”四川省
书法家、作家牛放老师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
州越西县西北部板桥镇瓦岩村，为村里的小
朋友教授书法。

周末、节假日里，这样的书法课堂常常会
在村里的“书香瓦岩学堂”开展。

瓦岩村现有2个自然小组，常住人口为
160户753人，是一个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的纯彝族聚居村。

村庄位于巍峨青山下，村舍井然，青砖白
瓦，“书香瓦岩学堂”（以下简称“学堂”）便隐
藏于青山绿水间。

学堂里，墙上密密挂着四川省知名书画
家捐赠的50多幅作品，不乏越西风物和彝族
文化的“定制款”，桌上摆的是笔墨纸砚，村里
的孩童常常在老师的指点下在此执笔练字，

墨香四溢。
“曾经，书法离我非常遥远，只能在书本

中、电视里看到。现在，我不仅能亲眼看到，还
有机会得到专家老师亲自指导，这实在太幸运
了，感觉做了一场美梦。”小朋友曲比牛洛说。

“沙马书记来了后，建设了学堂，利用周
末和节假日开设书法绘画课堂，孩子上过两
次课后就爱上了书法，现在每天坚持书写一
小时，指不定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书法家。”
马卡秀英莫的父亲马卡里加说。

马卡里加口里提到的沙马书记是瓦岩村
第一书记沙马石古。瓦岩村是四川省作家协
会定点帮扶的彝族村寨。2021年7月，四川
省作协选派沙马石古，前往瓦岩村开展工作。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文化振兴是
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沙马石
古个子娇小，一头短发，谈起乡村振兴，语气
坚定而执着。她说，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
文明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

为其助力赋能，是每一个职能部门和每一位
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正是在这样的初心下，沙马石古有了在
村里建设书香学堂，以“书香润心灵、树新风、
促振兴”的思路。

沙马石古向四川省作协求助，由四川省
乡村文化书画院牵头，认真组织四川作家、老
作家书画创作群体投入义务创作捐赠活动，
将精心装裱的40余幅书画作品送到瓦岩村。

沙马石古还主动向州县相关部门申请资
金8万余元，将闲置的村级活动场所升级打
造成学堂，把40余幅书画作品悬挂在其中，
购置桌椅及书画用品，开设书法绘画课堂。

日常，瓦岩村敞开学堂大门，以书画为
媒，为村里的老百姓展览优秀书画作品。通
过开展“书画助力乡村振兴”移风易俗主题书
画展、“书香瓦岩飘墨韵·同心筑梦促振兴”乡
风文明主题书画展、“彝族人民过春节·我们
的传统文化节日”送春联等活动，来丰富群众

精神生活，凝聚正能量、弘扬新风气，为乡村
振兴持续提供精神动力。

四川省作协也发挥职能优势，将瓦岩村
作为四川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
文学实践点，开展“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与你
同行走进瓦岩”主题志愿活动，先后邀请一批
省内知名书法家深入乡村振兴第一线，为瓦
岩村文化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如今，在瓦岩村村口的山崖上、村道两旁农
舍的外墙上、瓦岩河畔的石头上，书法已经成为
瓦岩村树新风促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让昔
日的乡村旧貌变成一处处代表新时代乡村文明
新形象的宣传阵地，吸引着无数村民驻足观赏，
为建设美丽乡村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
潜移默化中滋润了村民的精神土壤。

近几年，瓦岩村先后被评为凉山州乡村
振兴示范村、凉山州移风易俗示范村、凉山州
关爱儿童示范岗、凉山州村文化室效能提升
示范点。

建在凉山小村里的“书香学堂”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贾莹莹 发自
哈尔滨 9月7日，黑龙江省木兰县妇联举
办木兰县2023年99公益日“春蕾计划”
联合劝募活动。全县75家单位4326人
参与募捐，共筹集善款32万余元。

木兰县99公益日“春蕾计划”劝募活
动始于2018年，5年时间里，已有3000余
名困境女童实现了人生蝶变。为了帮助
更多的春蕾女童成才圆梦，木兰县妇联印
发倡议书，组建劝捐小分队，并发挥“联”
字优势，线上线下进行全方位广泛宣传，
让“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此次劝募活动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全
力支持，社会各界爱心组织、单位和个人
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据悉，木兰县妇联将把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配捐后的所有善款，全部专款
专用帮扶木兰本地符合条件的困境女
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善款使用情况，让
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真正落实。

黑 龙 江 木 兰 县 举 办黑 龙 江 木 兰 县 举 办 9999
公益日公益日““春蕾计划春蕾计划””劝募活动劝募活动

深化改革“破难行动”进行时

西藏定结县举行“母亲
健康快车”移交仪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李熙
爽 发自延吉 9月10日上午，吉林省延
吉市母婴童行业协会成立仪式在延吉举
行。据了解，延吉市母婴童行业协会是
由36家涉及母婴童行业的优质商家联
合成立，由延吉市妇联进行业务指导，经
延吉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
团体组织。协会以“家庭优先·专业专
注·和衷协作·诚实诚信”为价值观，致力
于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延吉市妇
联主席车玉花、市妇联副主席王明珠等
出席活动。

车玉花在启动仪式上说，希望协会加
强行业自律，强化服务意识，以活动促活
力，真正让协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为推动社会关注母婴、儿童权益汇聚力量
达成共识，助力延吉市母婴童服务事业和
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随后，与会领导共同推动启动杆，宣
布延吉市母婴童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吉林省延吉市母婴童吉林省延吉市母婴童
行业协会正式成立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9 月 11 日，
在河北省滦州市
王店子镇海洋养
老中心，医务人
员和老人们一起
练习插花艺术。

近年来，河
北省滦州市积极
推进医养、康养
结合养老模式，
集养老护理、医
疗康复、休闲娱
乐于一体，建起
多层次养老服务
体系，推动养老
服务事业发展，
提升老年人的幸
福感。

新 华 社 记
者 杨世尧/摄

医养康养结合医养康养结合
守护幸福晚年守护幸福晚年

两纲 窗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