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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青 杨旸

门被敲响的一瞬间，刚才还冷冷清清的房
间变得热闹起来，“阿姨，您在‘敲门嫂’微信小
程序下了单，我们马上就来！”看着“敲门嫂”巾
帼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80岁的姜奶奶心里暖
暖的。

跃进泳池的那一刻，胡恒瑞有些骄傲，只用
了短短5天时间，他便学会了游泳，“预防溺水”
的种子也在他的心里悄悄发了芽。

翻看笔记的每一页，从健康状况到
家庭情况再到对村里工作的看法，密密
麻麻的文字背后，是“渝钤村嫂”罗秀云
日复一日的“家访”。

幸福是什么？
对生活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的他们

而言，幸福是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瞬间，是每
一个细微需求得到回应的场景，更是每一
个自我实现成长的时刻。

在渝水区，“保障和改善妇女儿童民

生”的理念早已融入这座城市发展的每
一个节点，在创建国家级两纲示范区的
进程中，“两纲”“两规划”与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发展，全区妇女儿童事业实现了
全面高效高质发展。

凝聚社会合力，有一种发展叫
“渝水式巨变”

据了解，近年来，渝水区委、区政府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把妇女儿
童事业纳入中长期规划，重点谋划实施
了一批妇女儿童发展项目，渝水区政府
出台了渝水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2021—2030年），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纳入全区“十四五”总体规划、纳入政府
年度工作报告及全区年度综合考核体
系，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更加有力，守住
母婴安全底线，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
93.81%，实现0～6岁儿童健康集中管理
率93.75%；2023年，为全区9184名适龄
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在全省率先完
成100%接种。

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日益提高，今
年投资5亿元，新建一批教学楼，新增学
位 8150 个，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45%，
依托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
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等红色资源
常态化开展妇女思想政治教育。

妇女经济社会地位跨越提升，渝水
区全社会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
员41%，在村组配齐妇女小组长1433
名，实现了妇女小组长全覆盖；女新农
人、女工匠活跃在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国家级非遗夏布绣等领域
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巾帼行动，开展家庭
服务行业技能培训及竞赛，女干部在参
政议政中作用明显提升，区、乡班子女干
部配备率均达100％。

妇女儿童社会保障普遍提高，将
7232名困难妇女和1721名困难儿童纳
入城乡低保保障范围，占全区城乡低保
人口的58.72%，2023年以来发放救助
资金达3269.28万元，对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及残疾儿童等实施针对性补
贴，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关爱保护行动；开
展“过年（节）难”专项救助活动，共救助
困难群众4387户（其中救助城乡困难妇
女1982户、困难儿童106户），救助金额
达137万元。

妇女儿童生存环境持续改善，饮用水
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91.28%，城乡公交通达率100%，新建
1619个农村地区“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点
位和633个城市智能安防小区，充分保障
妇女儿童生活安全。

推进家家幸福安康工程，成立区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区妇联组织参与建设
的城乡社区（村）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站点243个，实现全覆盖；打造

“1＋1＋N”城乡家校合作共同体，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实现全区学校全覆盖；开展

“最美家庭”创建、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

明，全省婚丧领域移风易俗示范点建设现
场推进会在渝水区召开。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成立渝水
区妇女儿童维权法律服务站、未成年人保护
站、“未小渝”工作室、益家和婚姻调解驿站，
在全区所有派出所建立家庭暴力报警点并
设立妇女微家，全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持
续推进妇女“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连续2
次在全省进行经验交流，今年以来，共开展
法治宣传40余次，共接听解答妇女儿童法
律咨询3000余件，满意率达99.8%。

……
一串串数字背后，是渝水区凝聚起保

障和改善妇女儿童民生的社会合力。据介
绍，该区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的
全国两纲示范创建工作领导小组，36个部
门共同推动，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主责、
妇儿工委协调、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
工作机制，共绘妇女儿童工作“同心圆”。

创新妇儿实事，有一种服务叫
“‘渝’你心连心”

今年夏天，渝水区4563名小学四年级
学生共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免
费游泳技能培训，渝水七小和嵩山小学把
游泳列入体育课程常态化开展，在老师和
教练的帮助下，他们不仅掌握了游泳技能，
更通过这项运动锻炼了体质，为防溺水打
造了“双保险”。

这是渝水区从2020年起组织实施的
“水花行动”。为全面贯彻全国、省“两纲”
工作要求，加强儿童安全保护，从源头上遏
制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渝水区全力推进
中小学生游泳教育普及和幼儿园游泳教育
试点工作，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
主体、家校同联动、社会共参与的工作推进
模式。

“‘水花行动’实施以来，达到了学游
泳、防溺水、强体质的目标，认识越来越
深、培训人数越来越多、场馆越来越好、教
练员越来越精的效果，今年培训合格率达
95.11%、良好率达 30.37%、优秀率达
25.93%，学生安全防护意识明显增加，也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渝水区妇联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4年来共培训学生
21099人，有7152人是农村学生。”

农村是儿童防溺水的重点地区，水库、
河流等危险区域多，但往往缺乏学习游泳
的正规渠道及场所。为了保障农村儿童的
生命安全，渝水区“水花行动”一方面保障
经费投入，按照农村学校不低于500元/生、
城区学校不低于400元/生的标准安排学生
免费培训，其中，农村学生统一安排乘坐大
巴往返；另一方面推动相近学校组成游泳
教育共同体，统一安排学生进行集中培训，
2023年启用罗坊镇游泳馆作为罗坊镇、姚
圩镇、南安乡、新溪乡等4个乡镇的游泳培
训点，减轻了城区场馆压力和农村学生交
通安全隐患。

创新，是渝水区“把妇女儿童实事办到
心上”的“诀窍”，而生活在这里的妇女儿童
的实际需求，则是渝水区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的“前提”。

近年来，渝水区已推出了多项走在江

西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创新举措，其
中，“渝钤村嫂”融入乡村治理经验
做法被选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
妇联改革案例”，“敲门嫂”巾帼志
愿服务项目入选第四届全国巾帼
志愿者服务征集展示活动“十大优
秀项目”。

打造品牌集群，有一种幸福
叫“生活在渝水”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
察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儿童“一个
都不能少”也早已成为渝水区的社
会共识。近年来，渝水区以妇女儿
童工作品牌集群，打造出妇女儿童
工作的“渝水模式”。

充分发挥妇女和妇联组织在基
层治理中的作用，“敲门嫂”“渝钤村嫂”等品
牌在全国叫响，58支“敲门嫂”志愿服务队
精准对接服务全区7600余名空巢、孤寡等
困难老人，1433名“渝钤村嫂”覆盖全区182
个行政村，切实打通服务村民“最后一米”；

充分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小荷工
程”让全区22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教
学点4.59万人次吃上了营养餐、洗上了热
水澡、穿上了干净衣，19个“小荷菜园”总
面积23226平方米，洗衣房30间，惠及农
村寄宿制学校学生5507人；“明亮行动”
投入资金822.5万元，全面完成对全区中
小学、幼儿园1245间教室护眼灯改造工
程，全区学生近视率 23.96%，同比下降
0.2%；“润心行动”建成覆盖全区47所学
校的儿童身心健康数据服务系统，2500
名教师参加培训并上岗，建立社区润心驿
站12家；

兜底居家养老，创新“党建+颐养之
家”城乡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全区城乡建
立颐养之家359个、入家老人7000余人，
实现了城乡所有村（社区）有需求老人全
覆盖；

除此之外，还树立了向上向善“风向
标”的“道德积分银行”，推动红色教育“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老兵宣讲团”……当一
个个特色鲜明、社会赞誉度高的妇女儿童
工作品牌在江西省、全国范围被叫响，“让
广大妇女儿童享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也正在这里成为现实。

渝水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渝水区将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
妇联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走在前、勇争先、
善作为”的标准和要求，保持“不争第一就
是落后”的进取心，坚持“谋就谋定、走就走
前、干就干好”，不断擦亮妇女儿童工作的

“渝水品牌”，创出“渝水特色”，以高质量示
范创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再创新辉煌，晋
位赶超争一等，奋力跻身百强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渝水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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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绘就“民生福渝”最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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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东道主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后入场，全

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中国代表团共
723人，其中参赛运动员439人，他们将
参加全部22个大项的角逐。

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组委
会主席、浙江省省长王浩，杭州第四届亚
洲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主席程凯，亚残奥委员会主席马吉
德·拉什德先后致辞。

20时55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宣
布：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
幕！“数字焰火”绚烂绽放，全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

文艺节目《勇向前》以“金石篆刻”的艺
术化表现诠释残疾运动员“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的拼搏精神。短片中，金石篆刻的手
法与现场残疾人运动员“刀锋战士”的肢体
动作相结合开启表演。健全舞者与轮椅舞
者完美共舞。地屏周围出现22个数智印章
玉石，石刻质感的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运动图标依次呈现。运用特效虚拟技
术，一棵“金桂花树”昂然挺立，象征着残疾
运动员超越自我、坚韧生长的力量。

8名中国残奥会冠军手持亚残奥委
员会会旗入场。在亚残奥委员会会歌声
中，亚残奥委员会会旗缓缓升起，和鲜艳
的五星红旗一道，在会场上空高高飘扬。

中国运动员余钦权、蒋裕燕，中国裁
判员陈然、夏昕分别代表参赛运动员、裁
判员宣誓。

在激情的手鼓声中，文艺表演《梦闪
耀》呈现在观众面前。百名手持金桂花环
的演员加油呐喊，看台上“千家万户”的门
窗点亮。沸腾之声稍歇，由听障儿童组成
的童声合唱团，唱响一曲温暖的天籁之
声。歌声中，肢残舞者与健全舞者默契携
手、精彩共舞。

21时14分，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采集自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博物馆内圣
火台的亚残运会圣火，自19日在杭州市

“三江两岸”依次传递，最终抵达杭州奥体

中心体育场。
体育场内，周国华、郑雄鹰、侯斌、杜剑

平、王海涛等5名火炬手接力前行，受到全
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最后一棒火炬手徐佳
玲来到火炬塔下。她用智能仿生手臂高擎
火炬，虚拟的良渚玉鸟向火而来。万众瞩
目中，主火炬被点燃，玉鸟再次飞旋，化作
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体育场内一
片欢腾。随即，全场共同唱起本届亚残运
会歌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网幕影像中
出现百余名残疾人与健全人的灿烂笑脸，
传递出深情的祝福。

谌贻琴出席开幕式。
亚残奥委员会官员等出席开幕式。

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

（上接1版）
共建共享一个对所有妇女、所有人更加美好

的世界。这样的美好愿景，在北京代表团的苗绿
代表看来，将在未来变成现实图景。“《论述摘编》
中阐述的推动全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中国
主张，为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创造有利于妇
女发展的国际环境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为推动新
时代妇女领域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做时代书写人 追梦的奋斗者
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

斗者。这句话深深地印在甘肃代表团张继代表
的脑海中。“作为一名女性科技工作者，我将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生动实践，聚焦甘肃特色农业
产业和现代食品行业发展的需求，助力乡村振
兴，在陇原大地上开出一朵朵扎根泥土的最美
格桑花。”

作为女性科技工作者和高校教育工作者，
湖北代表团的吴丹代表有着相似感受。“我们要
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
培养真正有创新精神、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我将在所学领域奋力攻坚克难，潜心
做好教学科研工作，成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教
育强国的巾帼力量。”

多年来，我国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
妇女儿童发展，让每一个妇女都拥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结合自身工作，广西代表团梁丽斌代
表表示，“不仅要自己学，我还将组织全校教职
工加强学习两个《论述摘编》，坚持‘不让一个学
生辍学’的原则，创办‘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海归创业女性，同时作
为园区‘妇女微家’家长，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搭建起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交流互动的桥梁，在推
进家庭教育、女性身心健康、儿童健康成长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讲好海南自贸港、海南妇女的故
事。”海南代表团的王芳代表信心满满地说。

来自贵州遵义革命老区的基层代表黄中敏
激动地说：“感恩党中央！感恩总书记！两个《论
述摘编》饱含深切关怀和挂念，让我备受鼓舞、倍
增干劲，我将以敢拼敢闯、锲而不舍的精神，与革
命老区妇女群众拼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山地农业
路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巾帼力量。”

（统稿：姚改改 参与采写：任然 王蓓 陈
姝 李熙爽 高峰 袁鹏 姚鹏 刘旭 耿兴敏）

（上接4版）
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

上，长期从事古遗传学研究的“80后”女
科学家付巧妹向总书记坦言：“经常有人
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我曾在实验室
很难维持的时候，也想过要不要去做热门
研究……”

总书记听了以后深有感触地说：“对
冷门怎么看？按一般概念，一些冷门的东
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域的事
业耽搁了。做科研事业的评估，要有长远
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

铭记总书记的鼓励，付巧妹甘坐“冷
板凳”，带领团队继续在古基因组研究领
域潜心钻研。

个人“小我”融入党和国家“大我”，
广大妇女自立自强、锐意进取，为国家各
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赓续传统、弘
扬美德——

2021年6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
会堂，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

“王兰花，你又来了啊，光荣地又来
了。”看到前一年赴宁夏考察时见过的这位
老人走上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打招呼。

70多岁的王兰花是宁夏吴忠市金花
园社区志愿者带头人，在社区里被称为“活
雷锋”。她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常会想起
总书记说过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从只有7个人的“王兰花热心小组”
到超9.5万人的志愿者队伍，年逾古稀的
王兰花领着一群热心大妈，走上了越来
越宽广的“爱心大道”。

“兰花芬芳”，行胜于言。
清晨，贵州省黔西市化屋村一派忙

碌景象。非遗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
正赶制一批苗绣服饰订单。

2021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化屋村。非遗传承人彭艺向总书记讲述了
自己回乡创业发展苗绣技艺的经历。总书
记肯定道：“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
你们一针一线绣出来，何其精彩！”

牢记总书记“一定要把苗绣发扬光
大”的勉励，彭艺不仅为当地妇女学习苗
绣技艺提供平台，也积极探索苗绣的创
新发展，让古老苗绣焕发新的活力。

黎锦、藤编、加牙藏毯……在地方考
察调研中，总书记同许多女性非遗传承人
有过交流。殷殷期许，激励广大妇女以自
信姿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顽强拼搏、奋
发进取——

2019年女排世界杯9月14日至29
日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不畏强手、敢打
敢拼，以十一连胜的骄人成绩夺得冠军，
成功卫冕。

在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专门邀请刚刚夺冠的中国女
排队员参加国庆招待会，并在会前亲切
会见了女排代表。总书记称赞道：“你们
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

2023年10月7日，杭州亚运会，中
国女排再创佳绩，以六战全胜第九次摘
得亚运金牌。

谆谆话语、殷殷嘱托，激励女排姑娘
们叱咤赛场，鼓舞亿万妇女昂扬奋进，以

最美的姿态逐梦复兴征途。
2012年，刘洋踏上飞天征程，中国

女性首次徜徉浩瀚宇宙。
“你可是巾帼英雄啊，也是妇女能顶

半边天的代表，现在还成了中国妇女的
‘形象大使’！”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亲切称赞刘洋。

“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
时代，我们一定会将祖国的荣誉写满太
空！”刘洋坚定地说。

十年如一日，刘洋全力投入备战训
练。2022年，她随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再叩苍穹。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

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要凝聚巾帼之
力、汇集巾帼之智，尊重和关爱妇女，引
导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新时代新征程的伟
大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广大妇女心怀伟大时代赋予的美
好梦想，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实干，
在新征程广阔天地建功立业、续写荣光。

巾帼之花绽放新时代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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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