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美食文化、帮扶女性创业，浙江永康持续16年举办美食展

久别情愈“香”有“味”更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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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 笔谈

为丰富辖区妇女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东兴街道东居华庭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开设“趣味戳戳绣”女性公益工坊。社区工作人员详
细讲解“戳戳绣”的操作技巧，吸引了辖区妇女群众的
广泛参与，在欢乐的氛围中，一幅幅绣品在妇女群众的
巧手中逐渐成形。

东兴街道东居华庭社区将继续利用阵地资源，组织
开展妇女维权、家庭教育等全方位服务，将社区打造成妇
女群众信赖的温暖之家。 （张宁 王淼）

““戳戳””出精彩出精彩““绣绣””出信赖出信赖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王珏冰

“真是阔别已久的美食盛会！我等美食
展回归很久了，一看到永康妇联微信公众号
推文，我就马不停蹄地带着我的孩子来打卡
了，带她来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在浙江省
金华永康市第16届农展会传统美食精品展
的现场，市民们纷纷拍照留念，谈及美食展
重归大众视野，大家都翘首以盼，兴奋不已。

为释放妇女发展潜能，扶持女性创业就
业，永康市妇联赓续再奋进，扬楫再启航。
近日，为期3天的农展会美食展圆满落幕。
本届农展会美食展设有90个标准展位和五
大体验区，共计展销207种永康传统小吃，
累计营业额近400万元，意向订单逾80万
元。现场还充分结合巾帼美食直播间、美食
幸运抽奖、“平安家庭普法宣传知识问答”抽
奖等活动，将气氛推至高潮。

精品甄选 品质先行
肉麦饼、麻酥、金包银、麻糍、糖洋糕、

玉米饼、角干麦饼……在永康国际会展中
心农展会美食展的现场，巧娘们大展身手，
传统小吃轮番上阵，让人目不暇接、食指大
动。

时隔两年，为动员汇集永康市最地道、
最传统、最美味、最安心的特色小吃，永康市
妇联在展户名单确定上下足功夫。据了解，
永康市妇联通过线上公开招募，结合镇（街）
妇联主席、市场监管局意见，历时近2个月，
在尊重地域特色和美食多样性的基础上，最
终确定标准展位名单。

除标准展位外，永康市妇联还特邀巾帼
共富导师、龙山辣妈宣讲队、女企业家、非遗
传承人等群体筹备五大美食体验区，让市民
在品尝佳肴美馔之余，感受手作美食的快
乐。

今年，在体验区的现场既有“老朋友”的
身影，也有“新朋友”。来自前仓的皈隐·遇
见大陈作为新锐品牌不甘示弱，推出芋食体
验系列，有甜蜜偶遇、植物琥珀、舜禹肉圆等
诱人芋食。华茗园作为全国茶叶领军企业，
产品直供国内外著名企业，近年来，致力于
延伸茶产业链，时下最新的罐罐奶茶和果茶
系列也可在体验区品尝。

定向引导 创新先行
永康市妇联在坚持传承美食文化的基

础上，坚定不移地探索通过美食创新拓宽
“美丽经济”转化渠道的可行路径。

“两头乌妈妈”付美贞和女儿杨莉在兼

具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付美
贞是永康市妇联聘请的“巾帼共富导师”，这
些年，在短视频平台、妇儿驿站和文化礼堂，
线上线下免费传授肉麦饼传统制作技艺。
女儿杨莉作为“创二代”“农二代”，创新销售
思维，让小小的肉麦饼也能玩转出新的花
样。这次农展会美食展，她将肉麦饼和咖啡
相结合，主打“一饼一咖 快乐到家”的美食
口号，成功让肉麦饼找到了新搭档。“咖啡是
现在年轻人的必备饮品。我发现它能很好
地中和肉麦饼的油腻，给人以全新的味蕾体
验。”杨莉在农展会美食展现场兴奋说道。

“农展会美食展是集传承美食文化、帮
扶女性创业、引领社会风尚、助力乡村振兴
功能于一体的精品展会。”永康市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贾益微强调，“只有通过借助新潮
思维，不断迭代升级美食产品，满足群众的
味蕾和消费心理，才能让传统美食迸发出耀
眼的生命力。”

择优选树 品牌先行
本届农展会美食展最引人瞩目的当属

金银奖花落谁家。通过专家评审、现场巡
查、网络投票三大环节，综合专业意见、现场
表现和网络人气，最终决出金奖、银奖各5
名。其中不乏不忘初心、坚持传统的代表，

如伟丰两头乌肉麦饼、楼姥姥豆腐干、红英
发糕等，也有“异军突起”的创新代表，如鱼
肚美食的铁皮石斛包子、西城街道金钥匙共
富工坊的烤糯米猪肚等。

“这几天我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准
备的包子都是提前卖空。还有一些人追着
我加微信要预订。”鱼肚美食的负责人周慧
群激动说道。翠绿的外皮、可口的馅料，突
破以往面粉和五花肉的固定组合，新式美食
引爆了市民的好奇心和购买欲。

金银奖的评选不仅吸引了人气，也助力
打响了更多美食品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
铁皮石斛包子，今天下班特地来买。”市民们
对美食的“穷追不舍”，充分释放了农展会美
食展的“长尾效应”。

十六载美食传承丽州味，新时代乡村振
兴巾帼赞。目前，农展会美食展已成为永康
市规格最高、影响最大、口碑最佳的美食展
会之一。接下来，永康市妇联将继续探索

“线上平台+实体消费”的多渠道展销模式、
建立健全结对帮扶机制、拉动提供金融扶
持、扩大深化“一镇一品”美食集群效应，推
动农展会美食展这一“妇字号”品牌迭代升
级，将其打造成为地方特色美食“亮品牌”

“走出去”的重要窗口，用小切口拉动大效
能，用丽州味、巾帼味，留住幸福味、共富味。

□ 北京市妇联组织部部长 王丹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
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妇女的作用不可替
代；要激励广大妇女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
挥自身优势和积极作用。北京作为首都，
是我国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和科技力量
最集中的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科技和人
才的优势，女科技人才是其中一支重要的、
不可忽视的力量。北京市妇联聚焦发展、
汇聚力量、凝聚共识，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女
性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具体举措，为首都
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发挥“半边天”作用创造
条件、搭建平台、提供服务。

聚焦发展，突破难点痛点，
激发广大女科技工作者投身科
技创新的热情和活力

注重构建人才数据支撑。聚焦近五年
来的各类人才计划、基金项目、奖励项目中
的女性获奖者情况，对女性科技人才发展
状况进行动态跟踪研究，丰富人才库内容
和信息，用好数据资源，及时提供支持。建
立女性科技人才库，在市委组织部、市人才
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支持下，建立起
包括两院院士、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骨干
人才、新星人才等5个人才层次女科技工
作者的女性科技人才库，并进行动态调整。

优化发展政策环境。聚焦女性科技型
企业发展资金困难问题，注重加大对女科
技创业者的支持力度，积极联合相关委办
局通过补助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费用等形
式给予支持。聚焦女性因生育影响课题结
题等难题，积极协调市科委在“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项目组织实施中适
当放宽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推动生育友
好型环境建设，加强孵化器、众创空间、大
学科技园对女性创业企业的服务，鼓励新
型研发机构、孵化机构设立母婴室，建立孕
哺期女科技工作者弹性工作制度，营造生
育友好型工作环境。加强科技人才培育。
打造凝聚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的品牌培训
项目，强化交流学习、能力提升，邀请院士、
权威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担任
授课老师，连续3年举办女性科技人才国
情研修班。实施巾帼科技领航计划，由杰
出女科技工作者通过“一对一”的精准培
养、年度的批次推荐与选拔，纵向依托领航
导师助推先锋队员深耕专业领域，横向依
托女教授协会平台提升先锋队员沟通力、
领导力和决策力，领航高校女性科技拔尖
人才夯实科技创新素养、矢志科技创新工
作、勇攀科技创新高峰，进一步提升女性青
年后备人才的培养质量。

汇聚力量，充分发挥首都人
才资源优势，激发广大女科技工
作者的创新创造潜能

注重发挥女性团体的力量。成立北京女科技工作者
协会，首批会员覆盖首都科研院所、高校、医院、科技类服
务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代表单位和领军人物，打
造引领女性科技创新新引擎。充分发挥女性团体作用，
通过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女教授协会、女建筑师协会等团
体会员力量，促进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女性交流。

搭建高规格的女性论坛。高水平承办中关村论坛科技
女性创新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世界一流科学家、国际组
织、科创企业家等中外嘉宾参会发言，搭建全球前沿科技女
性交流平台，助力广大女科技工作者成长为一流的战略科技
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持续举办“京台科技论坛——女企业
家论坛”，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科技创新为主题与台
湾优秀女性深化交流、增进共识。

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京津冀女科技人才创新
协同发展，充分激发京津冀女性人才创新发展活力，以

“科技创新增活力，巾帼建功京津冀”为主题，开展京津冀
优秀科技女性风采展播活动。搭建“她爱科技”全球创业
大赛展示交流平台，进一步发挥国际化资源优势为首都
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提供专业指导、融资支持和与世
界前沿科技对接的机会。

凝聚共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
大女科技工作者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感

倡扬科技自立自强新风尚。注重在主流媒体平台宣
传女科技工作者集智攻关、严谨治学的创新精神；强化自
有新媒体矩阵平台宣传作用，全方位开展首都优秀女科
技工作者感人事迹宣传工作；举办以“巾帼心向党 科技
报国志”为主题的首都巾帼最美宣讲活动，组织女院士、
女科学家深入高校，与青年女教师、女大学生面对面交
流，分享女性智慧。

表彰科技女性创新新楷模。注重表彰在北京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女性，特别注重
在全国三八红旗手推荐中、在评选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获得者中，加大女科技工作者推荐力度和占比比例。

注重选树科技女性“最美”新典型。持续开展选树
“最美”、致敬“最美”活动，在以“立足岗位 奋斗有我”为
主题的“首都最美巾帼奋斗者”选树活动中，增加在同行
业具有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和行业领军女性的
占比。注重将科技创新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注重
将“科技创新”作为“首都最美家庭”的重点选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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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张凌漪 发自重
庆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妇联了解到，自2003年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以来，重庆已获赠102
辆“母亲健康快车”，覆盖全市39个区县，各级妇
联组织和项目医院依托“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深
入开展义诊咨询、健康教育、“两癌”筛查、妇科病
检查、接转孕产妇、基层医师培训等多种形式的
健康服务，为巴渝姐妹筑起一道健康屏障。

重庆市“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20年来，无论是紧急出诊，还是日常的巡
诊义诊；无论是在偏远乡镇，还是在农家院坝，
以流动医疗救护车为载体的“母亲健康快车”

“随叫随到、有呼必应、有难必帮、有险必救”，

有效缓解了乡镇妇女看病难的问题，使医院接
送病人时效提高，孕妇生产成本减少，为抢救
生命节约了宝贵时间。

同时，为了把健康理念、知识和服务送到
群众心里，重庆市各级妇联系统还在“三八”国
际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春节、农村赶场天
等群众相对集中的时间，把“母亲健康快车”开
到群众身边，广泛开展妇幼卫生保健知识、优
生优育宣传，开展义诊义检咨询、免费“两癌”
筛查等活动。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
岔河村村民王娟（化名）一年到头忙于生计，很
少去医院做全面妇科检查，得益于“母亲健康

快车”项目，今年，她在村里接受了一次全面的
妇科检查。而检查结果显示，王娟的左侧乳房
中有一个异常肿块，且有一定的宫颈异常，这让
她立即重视起自己的身体健康，“幸好参加了这
次义诊活动，及时发现了身体的小问题，及时阻
止了小病拖成大病。”王娟话里话外满是感谢。

据统计，20年来，重庆“母亲健康快车”共
开展义诊咨询300万人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
600余万元，免费“两癌”筛查1000多万人次。

“母亲健康快车”的义诊义检在帮助广大农村
妇女儿童增强健康保健意识，降低孕产妇及婴
幼儿死亡率，提高农村妇女生活质量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明芳
□ 周洋

家住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黄骅市常郭镇
李子札村的女村民侯秀华，每天清晨都要到自
家的养牛场内，除粪、叉草料，里外打理，干劲十
足。

一人多高的铲车操控室，她握住扶手，踩着
阶梯，两下子就蹬了上去。这股利索劲儿，让人
很难想象她已经58岁了。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干起活儿来风
风火火的“女汉子”，17年前被检查出两项癌
症，但她没有向命运屈服，坚持与病魔抗争，用
自信活出精彩。

侯秀华是地道的农民，家里种着10余亩地
的大田作物，也曾种过果树，一家人日子虽然过
得忙忙碌碌，但幸福而温暖。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当时40岁
刚出头的侯秀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才
发现，她不仅患有乳腺癌，还被查出子宫癌。

刚获知自己病情时，侯秀华感觉天都塌
了。往后一段时间，她除了去医院，就是整天把
自己关在屋里，不和外人接触。

亲戚朋友变着法地劝解她。慢慢地，侯秀
华的心结解开了。她开始积极配合医院治疗，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与病魔抗争了10多年后，侯秀华身体状态
好了很多，一天，她突然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
她看来，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也要活出最后一
秒的精彩。

侯秀华年轻时候曾经有过养牛的经验，就
想“重操旧业”。她说，自己的创业理念就是以
绿色无污染、无添加剂的方式养牛，为消费者提
供健康、美味的牛肉制品。

就这样，侯秀华在当地合作社的帮助下，于
2021年成立了一个小养殖场，并先试养了3头
肉牛。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场里开始没有工作人
员，侯秀华就亲自上阵，开着电三轮到四邻八村
挨家挨户买草料，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家人喊来
帮忙；不会开铲车，她就跑到市里，跟一个师傅
把车练熟了；为了增加养殖经验，她还自费到周
边地区去学习……

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侯秀华的牛场规模
慢慢大了起来，从开始的3头肉牛发展到现在
拥有80余头奶牛和肉牛。

只有健康的牛才能产出优质的牛肉。在牛
场里，侯秀华每天把牛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这
里的牛能够呼吸到乡村新鲜的空气，吃上优质
饲料，远离化学农药和抗生素。

这两年来，侯秀华在牛场上投了不少钱，付
出了很多的心血，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牛
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变化的不只是侯秀华的
生意，还有她的身体。侯秀华说：“以前在家待
着的时候，总感觉身体没劲，现在感觉浑身都是
力气。”

养牛的同时，侯秀华还延伸了“产业链”，在
村里开了一家牛肉饺子馆，“就想让更多的村民
吃上放心牛肉。”她说。

侯秀华在创业的同时还不忘开展公益活
动，从去年开始，她经常将牛肉饺子煮好后，免
费送给村里的养老院和家庭条件差的老人，目
前已经送了30多次。

侯秀华有一儿一女，她的精神和干劲为孩
子们树立了榜样。儿子李宁今年38岁，目前在
沧州一家央企工作。他说，母亲自从有了新的
事业后，气色越来越好，这源于她始终以乐观积
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己今后要向母亲学习，
干一番事业来。

抗癌10余年后，她选择活出精彩
——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黄骅市村民侯秀华的创业故事

102辆“母亲健康快车”为巴渝姐妹筑起健康屏障

11 月 20 日，在饶
阳亿泽景泰蓝工艺品
厂，工人在进行“掐丝”。

位于河北饶阳县的
饶阳亿泽景泰蓝工艺品
厂前身是乡办企业官亭
珐琅厂，是河北省景泰
蓝生产工艺比较完整的
制作厂家。经过多年的
发展，该厂培育了一支
技术精湛的专业队伍，
形成了集加工、制作、销
售为一体的生产销售体
系，出产的景泰蓝主要
销往北京、天津、上海等
十多个大城市，并通过
文化公司销往海外，年
销售额上千万元，带动
周边40名村民就业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景泰蓝制造景泰蓝制造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您好！请
问是诸云英女士吗？请问您之前反映的
事项是否已经处理完毕？”“已经处理好
了，真心感谢信访局和妇联的工作人员，
我家小孩又能读书了。”

电话中这位被回访的母亲名叫诸
云英，是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芦林街道
湖头社区的居民。2023年 7月3日下
午，上饶市广丰区信访局收到诸云英的
求助，诸云英与丈夫离婚后，前夫一直
在外务工，小孩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今年4月，本该读初中的小孩被前
夫带到浙江省义乌市打工，在与前夫沟
通无果后，焦急万分的诸云英找到信访
部门。

接到求助后，信访部门立即启动“信
访+群团”工作机制，邀请妇联共同参与
调解处置过程。由信访、妇联、村组干部
组成的工作专班对诸云英的孩子辍学事
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耐心地做
孩子爷爷、奶奶、姑姑和父亲的工作，在
大家的努力下，孩子的家人终于同意让
他重回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诸云英事项的圆满解决是上饶市
“信访+群团”工作机制的成功实践之
一。近年来，上饶市信访局出台了《关于
建立“信访+群团”工作机制的若干意
见》，发挥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
建立联合接访机制、下访机制、服务机
制，以及信息互通机制，和妇联等各群团
组织进行信息互通，全面了解和帮助群
众解决诉求。

（张小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峰/宁婕
发自钦州 近日，广西钦州市首个商会
妇联——灵城商会妇联在灵山县成立，
将通过“党建+商会+妇女”模式，为商会
女性打造“资源融通、岗位建功、成长成
才”的温暖“娘家”，让女性力量助推灵
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灵城商会妇联召开了第一次妇女
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妇联执
委7名，并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妇联主席 1 名、副主席 2
名。新当选的妇联主席闭小红在当选
后说：“商会妇联将在党组织的指导下，
牢牢把握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这一工
作生命线，坚持服务发展、服务妇女工
作目标，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带领广
大妇女姐妹争当灵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推动者。”

灵山县灵城商会成立于2001年，
商会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现有会
员企业120多家，女会员30多人。商
会妇联的成立搭建了商会妇女学习、
交流、倾诉、互动、合作发展的新平台，
将通过创建巾帼志愿队、妇女之家等
阵地经常性开展工作，通过能力素质
提升培训、特色文体活动、读书心得交
流等，丰富商会妇女文化生活，增强商
会妇联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时，鼓励
商会妇女积极开展岗位建功活动，争
创“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深
入开展春蕾计划、母亲邮包等公益慈
善活动，打造一个“有爱心”的团队，一
个“有温度”的妇联，使商会妇联成为
广大商会妇女群众的“好伙伴”、助力
区域发展的“好帮手”。

广西钦州市首个
商会妇联成立

江西上饶：信访+群团
化 解 群 众 难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