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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慧

近日，山东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
成立大会暨妇女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论坛
在山东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妇联妇女研究
所所长杜洁，山东省妇联副主席丁芳，中国
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叶文振，中国人口学会
副会长乔晓春，中国妇女报社编委、《新女
学》周刊主编蔡双喜，山东省民政厅社会组
织管理局副局长李晓梅出席会议，山东省
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候选人、会员
代表及山东女子学院师生代表等300余人
参会。

引领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勇担新
时代新使命

成立大会上，李晓梅宣读了山东省民
政厅关于同意召开山东省女社会科学工作
者协会成立大会的批复。会议表决通过了
《山东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选举办法》
《山东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
案）》，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山
东女子学院党委书记吕晓黎当选为会长，
陈宇佳、满璐、王玲、徐稳、张立梅、钟丽娟
当选为副会长，王慧当选为秘书长。山东
女子学院副校长李缨主持成立大会。

吕晓黎会长在发言中表示，协会将充
分发挥密切联系广大女社科工作者的优
势，团结引领女社科工作者开展一批重要
课题研究，推出一批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成
果，组织一批高层次学术研讨会，提出一批
政策建言，编写一批社科普及读物，以高
质量社科研究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力宣传
和举荐优秀女社科工作者，充分反映女社
科工作者的建议和诉求，为促进女社科工
作者成长创造良好条件，为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

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发挥巾帼之智、贡
献巾帼之力。

山东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是山东
省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服务的女性工
作者及有关单位自愿结成的全省性、学术
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由中共山东省委党
校、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济
南大学、临沂大学、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和山
东女子学院等7家单位共同发起。协会的
成立，为山东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长
发展搭建了新阵地新平台，有助于团结引
领广大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勇担新时代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新使命和新任务，汇聚起
建设现代化强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巾帼力量。

多视角研讨妇女发展与中国式
现代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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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的论坛上，杜
洁、乔晓春、叶文振等与会专家从女性学、
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深
入研讨了妇女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议题。

杜洁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性别
平等与妇女发展研究》为题，分享了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研究指南、原则
和重要议题。她指出，妇女发展研究必须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构建体现主体性原创性的中
国妇女理论；深刻认识在中国式现代化探
索实践中妇女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党的
领导是妇女平等参与和受益的重要保证；
深刻认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深入贯彻落
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方法；深刻认识妇
联组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中
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儿童、家庭建设在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深刻认识中
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贡献。

乔晓春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
和反映了老年人在人口、社会、经济等方面
的性别差异。数据显示，老年人在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主要生活来源
和健康状况方面均存在性别差异。他认
为，男性和女性在死亡率方面的差异是引
起各类人口社会经济特征性别差异的基础
性原因，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属于
一种客观现象，这种差异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都是在扩大。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
和解决养老问题时需要考虑两性差异所隐
含的一些问题。如与老年男性相比，女性
老年人的依赖性更强、经济独立性更差，女
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更需要家庭成员的
供养。从整体健康状况上看，女性老年人
比男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特别是高
龄老年女性更需要与子女同住或者需要专
门人员照顾。

叶文振的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婚
姻观与新时代婚姻建设》。他认为，婚姻文
化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赓续中弘
扬，给传统婚姻文化注入时代价值，对婚姻
关系的质量和婚姻生活的幸福都有更高的
追求；二是面临新的挑战，婚育意愿不断走
低，婚姻存续年数缩短和离婚率居高不
下。从人口学来看，性别结构失衡、生育意
愿走低都可能增加择偶难度、推迟进入婚
姻；经济学善于从理性的角度强调婚姻产
出效率、婚姻关联成本等给婚姻带来的影
响；心理学认为婚姻过高的心理预期、自我
中心和对原生家庭的过度依赖等会影响结
婚意愿和婚后生活；社会学则是搭建了父
母的婚姻生态、同龄群体的婚姻态度和行
为、公共家庭政策取向等包含众多变量的
框架来解释人们的婚姻选择；女性学从性
别关系的不平等来解读婚姻的真相和背后
的动因；马克思主义婚姻观则强调，婚姻关
系是以相爱为基础的伦理关系、以平等为
原则的性别关系和以幸福为目的的社会关
系。新时代婚姻建设必须以爱国爱家、相
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家庭
观为根本遵循，必须全面认识婚姻的发展
规律和时代价值，必须增强对婚姻的制度
信心和社会支持。

蔡双喜主持妇女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论坛的主旨报告环节。她认为，此次论坛
选题精准、视角丰富、表达亲民，专家不是
站在学术制高点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弯
腰俯身于日常生活中真诚交流，让我们深
深地感受到学术和思想的魅力。

[作者为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
展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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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调查研究、推动资源和服务更多向基层

倾斜，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的力度，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建设。这些重要指示，科学阐释了深化妇联

组织改革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实现路径，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和建设、推动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
编
者
按
·

深化妇联组织改革 推动新时代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
■ 李文

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谈话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
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的性
质及定位，对继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作出重要部
署，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调查
研究、推动资源和服务更多向基层倾斜，加大在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
建立妇联组织的力度，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
部队伍建设。这些重要指示，科学阐释了深化妇
联组织改革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实现路径，
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和
建设、推动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和行动指南。

坚持服务大局与服务妇女相结合，牢
牢把握桥梁纽带的组织性质和功能定位

建立群团组织帮助党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
的一大创举，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发挥好党
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既是党和
国家赋予妇联组织的功能定位，也是妇联组织的
职责使命。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的妇联章程，首次明确规定妇联组织是“党和政
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并在此后历届
章程中一以贯之。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化妇联作为桥梁纽
带的功能定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时进一步强调，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
众的桥梁纽带；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当好党的得
力助手，是妇联组织的政治定位。

桥梁纽带和得力助手的政治定位，决定了妇
联组织开展工作必须坚持服务大局与服务妇女
相结合。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团组织做服务工作
具有两重性，既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也要
服务群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妇联工作的
主线，服务妇女群众则是妇联组织的职责。作
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妇联组
织一方面要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把党中央决策部
署转化为妇联工作的具体任务；另一方面要立
足组织自身职责定位，把联系和服务妇女作为
工作生命线，在党政所需、妇女群众所急、妇联
所能的领域找准工作结合点，切实履行代表和
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
基本职能。

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牢牢把握
调查研究是做好妇女工作的基本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多次强调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求在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
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基层妇女所思所盼和妇女工作所急所需，推
动资源和服务更多向基层倾斜。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也是服务妇女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
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
妇联改革进程中，把深化基层组织改革摆在突
出位置，把做强基层、夯实基础作为一项重要改
革举措，通过创新基层组织设置、加强基层阵地
建设、壮大基层工作力量，使基层基础得到前所
未有的加强。新征程上，需要继续巩固基层妇
联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及时梳理总结基层
探索中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推动工作的有效路
径，提炼出开展妇女工作的一般性特点和规律，
形成理论性认识，推动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和理论创新，为进一步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和建
设提供指导。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只
有深入基层、深入妇女群众开展扎实的调查研
究，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掌握妇女发展实践的
鲜活情况，从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把握妇女
发展规律，从基层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金钥
匙。贯彻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落实中国妇女
十三大的工作任务，要求妇联组织必须找准工作
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聚焦妇女生存发展和权
益维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虚心听取妇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了
解妇女群众的诉求和期盼。通过调查研究摸准
情况、吃透问题、找准症结、找到办法，及时回应
妇女群众关切和期待，解决好妇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大力拓展组织覆盖，牢牢把握健全组
织体系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健

全妇联组织体系的重要性，鲜明指出在一些新领
域新群体中妇联组织覆盖不到、覆盖不全的问
题，强调巩固已有的组织基础、加快新领域新阶
层组织建设，探索以多种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
络化组织体系，要求妇联组织通过立体化、多层
面的组织体系最广泛地把广大妇女吸引过来、凝
聚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从夯实党执政的
妇女群众基础的高度，对加强新领域妇联组织建
设、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加强妇联组织建设的重
点领域，即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
业群体等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的力度，提出“实
现全覆盖”的目标任务。为适应妇女群体就业、
生活、聚集方式的变化，妇联在新领域新群体新
业态中不断创新组织设置、拓展组织覆盖，但距
离实现全覆盖的目标仍存在明显差距。在深化
改革进程中，妇联组织需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巩固完善传统领域组织建
设的基础上，推动在互联网平台、快递物流业、新
媒体行业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领域灵活多样建
立妇女组织，不断拓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组织覆盖，填补组织尚未覆
盖的盲区空白，朝着“全覆盖”的目标不断迈进。
加强新领域妇联组织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
试点先行、典型带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全面推
广实施的方法和路径。同时，要把互联网作为做
好新时代妇女工作的重要阵地和重要手段，加强
妇联数字化建设，积极构建网上组织建设和网上
工作新形态，广泛联系和服务活跃在网络空间的
女性，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牢把握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做好妇女工作的
重要组织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群团干部队伍建设，
强调群团干部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做好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习
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对妇联干部队伍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
队伍建设，不断增强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广大妇女群众、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的本
领”，为妇联组织锻造能力本领过硬的干部队伍
提供了科学指引。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需要继
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升干部能力素
质。进一步拓宽干部来源渠道，建立健全符合
群团工作特点的干部选拔管理机制，把各方面
优秀人才吸纳到妇联干部队伍中来。拓展挂
职、兼职干部选人视野，健全考核评价、激励约
束和服务保障等制度，充分发挥挂兼职干部的
专业技能和资源优势。构建并不断完善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多层级妇联干部和执委培训体系，
对各级妇联干部和执委开展分类分级全覆盖、
精准化培训，抓好政治理论、方针政策、专业知
识等多方面的学习，推进干部多岗位交流和基
层实践锻炼，不断增强妇联干部的党性修养、专
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
力和实践能力。

（作者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特别策划策划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⑤

·
阅
读
提
示
·

焦点透视透视
回眸2023年，坚持、奋斗、收获、欢笑、泪水、希望……总

有一些温暖和感动，触动心灵。

回
眸
二○
二
三
：
温
暖
与
感
动

搭建女社科工作者成长新平台
研讨妇女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
5

月9

日
，在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新
生
儿
重
症
监
护
病

房
（N

IC
U

）
，护
士
杨
楚
嘉
查
看
早
产
儿
情
况
。

新
华
社
发

孙
良/

摄

▲6

月7

日
，高
考
首
日
的
考
试
结
束
后
，连
续13

年
送

考
的
云
南
丽
江
华
坪
女
子
高
中
校
长
张
桂
梅
与
学
生
在
返
回
的

车
上
一
起
唱
歌
。

新
华
社
记
者

江
文
耀/

摄

▲ 11月15日，在西藏当雄县龙仁乡曲登村，15岁的当雄县中学学生斯曲卓玛（右）和爸爸、妹
妹在一起。 新华社发 丁增尼达/摄

图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