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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地2.8623亿元
建设集雨水窖1.33万口
集中供水工程640处

校园安全饮水工程918处

在 20个村开展绿色乡村建设，

帮助168万人获得安全饮水、改善人
居环境、发展农业种植

全国妇联在网上发布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
《防治性骚扰指导手册》

等维权宣传品

阅读量超2000万次

2015年以来，各级妇联开展普法

宣传、法律服务252万余场次，参与

妇女群众达3.6亿人次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水窖”公益项目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

七成以上被访者
认为夫妻在家庭中
的地位差不多

家庭重大事务决策
由夫妻共同商量的

占八成以上

“生育决策”
由夫妻共同商量的

占91.1%

新时代妇女事业成就综述之妇女与环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越

2015年 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
“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
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
四点中国主张，为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环境注入了新的强
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我国
男女平等理念持续深化，妇女生存和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妇女
生活得到更好保障。同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
展的进程中，广大妇女不但是“天更蓝、水更清”的受益者，也
日益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优化生存环境，妇女生活得到更好保障
“十年前到处都缺母婴室，那时候带我家老大出门都不敢

在外面待太长时间，换个尿片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如今在
手机上就可以查询到这些母婴室的具体位置，特别方便。”家
住广州的二胎妈妈陈景红说。

在广州，随着一批母婴室陆续投入使用，舒适的环境与私
密整洁的空间令人感觉十分温馨。小小母婴室折射出城市的
文明程度，更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妇女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如今，许多全国大型客运枢纽、全国高速公路百佳示范服
务区设置了母婴室、母婴候乘休息区以及第三卫生间；部分高
速公路服务区设置了女性专用车位，完善停车场照明设施和
公共场所的安全监控设施，加强保安人员配置；部分城市地铁
线路设置女性专用车厢，机场开通女性专用安检通道，公交车
设老弱病残孕专座，汽车站设置孕妇等重点群体“绿色通
道”。

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
施80.2万个，比2015年末增加44.1万个。2020年，全国城市
和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65.7%，与
2016年相比，分别提高20.7个和51.4个百分点。截至2020
年9月，全国已建立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基层企事业工会达
24.09万个，覆盖女职工1866.07万人。

除此之外，妇女生存和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生活得到更好
保障。

——女性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稳步增加。2021年末，
全国女性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6.6亿人，比2020年末
增加820.6万人。

——困难妇女救助水平稳步提升。2021年，全国城市、
农村低保人均保障标准分别为每月711.4元和530.2元，分别
比 2020 年增长 5%和 6.7%；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共
4682.4万人，其中女性2024.6万人，占比为43.2%，提高0.4个
百分点，为困难妇女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巩固提升。2021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94.2%；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为84%，比2020年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公益项目支持各地2.8623亿元，建
设集雨水窖1.33万口，集中供水工程640处，校园安全饮水工
程918处，在20个村开展绿色乡村建设，帮助168万人获得安
全饮水、改善人居环境、发展农业种植。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惠及妇女的社会保障不断完
善，妇女的生活更加舒适、健康与安全。

改善发展环境，男女平等理念持续深化
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

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指出，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
暴力，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
值标准。

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妇联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大力宣
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时宣传解读保障

妇女权益、推动妇
女发展的重要法律
法规、政策举措、典

型案例，《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平等 发
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
书编制发布，《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出
版发行，性别平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有利于妇女发展的传媒环境和网络空间得到
有力营造——

开展网络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含有侵害妇女权
益的内容，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对网络、媒体及出版
作品中有损妇女形象、歧视妇女的信息和出版物进
行规范化整治。

2023年9月15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
依法保护妇女网络合法权益，越来越多妇女在网络
空间的权益有了更加制度化的保障，在推动网络性
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男女平等价值理念在家庭中受到尊崇，妇女在
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得到发挥——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七成
以上被访者认为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不多；家庭
重大事务决策由夫妻共同商量的占八成以上，其中

“生育决策”由夫妻共同商量的占91.1%；在“投资/
贷款”和“买房/盖房”方面，妻子参与决策的分别占
89.5%和90%，分别比2010年提高14.8和15.6个百
分点。

公众的法治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增强，社会文
化更加包容——

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以宪法为
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100多部单行
法律法规在内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全国妇
联在网上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防
治性骚扰指导手册》等维权宣传品，阅读量超2000
万次；2015年以来，各级妇联开展普法宣传、法律服
务252万余场次，参与妇女群众达3.6亿人次。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可见成效：
八成左右被访者知晓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
法等法律，94.8%的被访者认同“妇女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

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成为男女平等理念持续
贯彻的良好沃土，也让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社会建
设中来，在新征程上更好地发挥“半边天”力量。

改进自然环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贡献巾帼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共建良

好环境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性身影，为
全人类的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作为中国大气环境化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唐孝炎
院士在光化学烟雾污染研究、酸雨和酸沉降研究、臭氧
层保护系列研究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为
中国大气污染控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也为中国的
大气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

钱易院士潜心高效、低耗废水处理新技术的研究，
难降解、有毒有害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的研究，在工
业废水处理与城市废水净化等领域取得了令国际环境
工程界瞩目的成果，影响和培养了中国环境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几代人；

1964年，河北承德的6名女学生集体给塞罕坝林
场写请愿信，誓言将青春献给塞罕坝林场，“坝上六女”
用一生参与创造了塞罕坝造林、护林的绿色奇迹。
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20年全国妇

联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面向城乡亿
万家庭启动实施了绿色家庭创建行动，通过丰富多彩的
宣传展示和主题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家庭从生活点滴做
起、从身边小事着手，主动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响应，因地制宜
制定本地绿色家庭创建标准和工作举措。

三年来，全国妇联与水利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先
后修订印发《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等文件，进一步引导
广大家庭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在各级妇联组织的积极引导下，各地涌现出一批绿
色环保最美家庭典型，她们积极参与节能减排，践行低
碳生活。

北京欧阳湘萍家庭自行设计中水回收利用系统，将
洗衣机里的水储存起来用于冲马桶、浇花等，充分利用
每一滴水资源，一家四口每月用水量比一般家庭节省
60%；内蒙古贺改兰家庭两代人一直致力于库布齐沙漠
的治沙事业中，20余年牵头绿化的沙漠面积已达10多
万亩，近70平方公里；辽宁陆敏家庭坚持植树造林40
年，用6万余株绿植将昔日荒山改造成鹭鸟栖息的绿水
青山，被当地人称为“鹭岭人家”。

新时代新征程，随着男女平等理念不断深化，社会
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妇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进一步优
化，妇女的幸福感将持续提升，广大妇女必将不断贡献
巾帼之力，共建共享更美好的新未来。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妇联组织党员志愿者在庭院里给村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并介绍如何变废为宝，用废旧物品美化环境（2022年4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甘肃省武威市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母婴
休息室，志愿者（右一）
陪伴小朋友玩耍（2月
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更优质发展环境”塑造更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