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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妇联干部全覆盖开展“三访”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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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奉节县将以开展贯穿2024年全年的“巾帼健康关爱行”主题
活动为契机，发动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妇联干部全覆盖开展

“包片下访、广泛走访、重点询访”，下沉到基层一线访民情、办实事，在
“三访”过程中及时了解妇女群众困难，全面掌握妇女群众需求，当好妇
女群众“娘家人”

重庆奉节以“巾帼健康关爱行”主题活动为契机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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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 发自呼和浩特 为深入
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十三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全国妇联等
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的意见》精
神，助力“科技兴蒙”行动，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发挥“北疆亮姐”
巾帼家政联盟资源优势，为35名“草原英才”家庭和43名自
治区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女性获奖人才家庭免费提供精细化家
政保洁服务。

近日，内蒙古妇联召开为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送家政服
务工作启动培训会，承接本次服务的“北疆亮姐”巾帼家政联
盟成员单位儒科、友信、超越三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入户
服务家政服务员共30余人参加。据悉，内蒙古妇联高科技人
才巾帼家政服务保障工作自2021年开展以来，已累计服务内
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女性科技人才126人次，服务家庭面
积约2万平方米。

培训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家庭工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婷
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高层次科技人才家政服务保障工作具
体要求》，围绕服务流程、内容、要求、保障等，对即将入户的服
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北疆亮姐”巾帼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代
表、家政服务员代表分别进行了表态发言。

据介绍，自治区妇联开展本项工作旨在帮助高层次女性
科技人才解决生活中的后顾之忧，助力她们心无旁骛、聚精会
神参与“两件大事”，更好地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袁鹏/李志
斌 原月芳 发自定西“吃饭了，大家赶
紧到餐厅坐好……”日前，在甘肃省定
西市漳县金钟镇大车厂村干净温馨的
爱心食堂里，十多位老人唠着家常，吃
着香喷喷的饭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走进漳县苏油沟村互助幸福院，这
里窗明几净，环境优美，屋内配有崭新
的桌椅、炉灶、消毒柜等设施。虽然已
经是寒冬腊月，但老人们在干净整洁的
院子里，晒太阳、聊天，其乐融融；活动
室里，几位老人正下着象棋，时不时传
来阵阵笑声。

正在精心准备午餐的志愿者史文莉
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这里为
老人们做饭，我感觉特别开心。我们都
是一个村的，我和其他志愿者经常变着
花样给老人们做饭。我喜欢做，老人们
也喜欢吃。我们想让老人们过一个幸福
的晚年。”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独居、空巢老人
吃饭难问题，推进养老服务提质扩面，
漳县按照“政府扶持、镇村主导、群众自
治、爱心捐助、志愿引领、社会参与”相
结合的方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在各乡镇探索打造了一批爱心
“小食堂”和“幸福互助食堂”。截至目
前，全县各乡镇开办爱心食堂10多家，
农村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吃饭难题正在
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该项工作不仅
推动实现了农村高龄、空巢老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的养老目标，同时也真正让老年人群体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提升
老人们的幸福感。

河北唐山开展涉妇女儿童权益类执行案件专项行动

甘肃漳县“爱心食堂”
让留守老人“食”无忧

内蒙古为78名女科技人才
家庭免费提供家政服务山东淄川多形式托起巾帼“共富梦”

“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基地”展现“大作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1月3日，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妇联在
文陂镇大贤村开展了一场“陪伴的力量”家
庭教育讲座。针对留守儿童面临的实际困
惑，家庭教育讲师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父
母陪伴的缺失导致不良后果和如何学会正
确的教育方法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向家长
们讲述家庭教育知识，并提供了有效的应
对策略和方法。

据了解，江西省妇联自2016年起持续
开展“陪伴的力量”家庭教育、儿童安全宣
讲活动，截至目前共举办9545场次。各
地妇联也因地制宜，统筹安排，精心部署，
深入农村、社区积极开展公益讲座，通过

“上下联动、多点发力”纵深推进，面向广
大家庭和儿童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
提高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各方联动“聚力量”
“对于一些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长

期在外务工，陪伴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孩
子与父母没有建立正常的亲密关系，往往
表现出性格孤僻、敏感等。”江西省妇联家
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二级巡视员黄陶青
表示，“陪伴的力量”主题讲座，通过邀请留
守儿童隔代监护人或近亲参与，同时将讲
座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让父母同步进行“隔
空学习”，就是要向父母传达陪伴的重要
性，告知父母就算无法亲自养育和陪伴，也
要充分利用通信工具与孩子保持紧密沟
通，时刻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在宜春市袁州区开展的一场“陪伴的
力量”家庭教育讲座结束后，讲师当场拨通
了部分留守儿童家长的视频电话，引导父
母和孩子进行一场爱的表达，为他们架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少父母一时间语
无伦次，不知该如何表达。经过讲师的不
断引导和鼓励，电话那头的爸爸妈妈，终于
对孩子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爱，也跟孩子
解释了为什么很少主动联系并表示以后一
定会打破现状，加强亲子沟通。面对这甜
蜜的时刻，这些留守儿童再也忍不住心底
的情感，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据介绍，依托江西省家庭教育学会、江
西省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专业力量，全省
开展的关爱女童、保护儿童、亲子教育、家
风传承等线下公益活动已覆盖大部分县、区，直接受众超过
50万人次。

因地制宜“出亮点”
在推动家庭教育工作方面，江西省妇联始终坚持因地制

宜的原则，鼓励各级妇联结合当地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创新
工作方式和方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作亮点，取得了显著
成效。

每到岁末年初，农民工大量返乡时节，九江市妇联便利用
儿童活动中心、阳光驿站、社区（村）家长学校等场所开展宣
讲，针对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家庭教育不当等问题向家长讲
授陪伴的重要意义。同时针对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游戏等现
象，帮助监护人树立科学育儿观念。此外，还积极为家长提供
返乡创业、就业的相关政策和信息，帮助家长就近就业以更好
陪伴子女。

鹰潭市妇联联合教体局、检察院举办“与爱同行·共护未
来”开学第一课线上活动，全市200所农村中小学校近4万名
学生和家长集中收看，进一步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为留守儿童
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不仅是提升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陪
伴的力量”家庭教育讲座还注重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预防溺水、
预防性侵和遭遇意外等险境时的自我保护能力，为留守儿童
提供全方位的关爱服务，同时提升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群体
的关注与保护。

形式多样“强宣传”
为推动“依法带娃”，江西省妇联不断创新形式，采取多种

手段，通过制作宣传海报、宣传册，在机关大楼、社区、广场等
地以及公交车电子屏播放家庭教育促进法宣传片和图片。

线下不仅有集中宣讲，还通过巾帼志愿者敲门入户等方
式，向公众传递家庭教育的理念和重要性，引导家长正确履行
家庭教育职责。

“家庭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基础、补充和延伸。家庭教育对于未成年
人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至关重要。”
江西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钱昀表示，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将持
续做好家庭教育工作，进一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支持家
庭教育的良好环境，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做好儿童成长的引路
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来的筑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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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乐丁

“你孕期的血压有点高，最好到医院做
进一步的检查。确诊以后要坚持服药，不
要自己感觉好了就擅自停药。”近日，重庆
市奉节县保健院的医生为村民仔细体检
后，耐心地解答检查结果。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全
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十三
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好妇女群众贴心

“娘家人”，奉节县“巾帼健康关爱行”主题
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坪镇三沱村举行。

奉节县妇联主席李晓娅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向姐妹们阐述了

“巾帼健康关爱行”主题活动的意义，号召
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妇女健康事业，共同汇
聚起关爱女性的强大合力。

当天活动为100余名妇女送上“健康
关爱包”，将关爱传递到她们手中。县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李春燕带领妇产科、儿保
科、中西医结合科等13名专家，现场开展
健康讲座及义诊活动，以女性“两癌”防
治、孕前健康为重点，倡导妇女树立正确
的健康理念，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
定期体检、“两癌”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提
高健康水平。

“平时我都忙于地里和家里的活计，

很少去体检，这次县里的医生来给我们讲
课和体检，帮我发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异
样，还教会了我们健康知识，今后我要带
着全家定期体检，不让小病拖成大病。”安
坪镇三沱村村民江大姐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

园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奉节脐橙
是奉节县的支柱性产业，也是奉节人发家
致富的“金果果”。启动仪式结束后，县
妇联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妇女生产生

活情况，了解农户脐橙种植情况、经济效
益，向乡村女主播们了解电商营销思路，
并邀请参会领导、妇联执委为奉节脐橙
代言，帮助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共奏乡村
振兴曲。

据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十
三大精神，奉节县将以开展贯穿2024年全
年的“巾帼健康关爱行”主题活动为契机，
发动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妇联干
部全覆盖开展“包片下访、广泛走访、重点
询访”，下沉到基层一线访民情、办实事，在

“三访”过程中及时了解妇女群众困难，全
面掌握妇女群众需求，当好妇女群众“娘家
人”。

各级妇联组织还将动员妇联执委、妇
女干部、妇女代表、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
标兵、五好家庭等积极开展送政策、送健
康、送技能、送法律、送温暖巾帼“五送”志
愿服务，使广大妇女群众获得更加可感可
知的暖心服务。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党
柏峰 发自榆林 1月9日上午，
陕西省榆林市妇女第四次代表
大会开幕。来自全市各行各
业、各条战线的290名妇女代
表齐聚一堂，肩负全市妇女重
托，共绘妇女事业美好蓝图。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榆林市委
书记张晓光出席开幕会并讲
话，榆林市妇联负责同志代表
市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向大
会作工作报告。

据悉，五年来，榆林市各级
妇联强化思想引领，及时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划推
出“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巾帼她力量”“新时代、新女
性、新征程”等系列主题活动；
积极服务大局，先后实施“巾帼
创业创新行动”“巾帼脱贫行
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注重
家庭建设，颁布实施《榆林市家
庭教育“十四五”规划（2021—
2025年）》，以“家家幸福安康
工程”为总抓手，常态化开展最
美家庭、五好家庭等创建，评树
各类优秀家庭3000多户；精准
维权关爱，健全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织密
维权保护网，探索建立“立足社
区、专群结合、预防为主”的婚
姻家庭纠纷调解机制；加强改
革建设，解决了镇村妇联主席
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工作经费
难题。

大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妇女
工作思路，以打造榆林妇女儿童
工作品牌为主线，实施“巾帼领
航、巾帼建功、巾帼筑家、巾帼暖
心、巾帼聚能”五大行动，团结引
领广大妇女为奋进中国式现代
化新征程、谱写榆林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宫蓓蓓

迎着朝阳，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
煎饼工厂又忙碌起来，工人们正将磨好的面
糊经过搅拌、发酵后，倒入煎饼机，开始摊
制。少时，伴随着热气升腾和扑鼻的香气，一
张张薄如纸、色如玉的煎饼就新鲜出炉了。

“我们村这个煎饼工厂的成立非常好，让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不耽误照顾老人
孩子，一个月还能挣3000块钱左右。”西河镇
河南村村民翟乃杰高兴地说，在这里干活儿
不累，时间灵活，工资按时发、多劳多得。

“西河煎饼历史悠久，为了保住这个品
牌，在区妇联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重新把西
河煎饼品牌扩大，现年产值约120多万元，咱
这个纯收入大约在9万元，而且能让本村和邻
村的30余名妇女兼顾家庭和工作。咱们这

里离家近，工作时间比较弹性，而且收入也不
错。”西河镇河南村“两委”成员、妇联主席栾
庆荣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淄川区妇联积极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50万元，高标准建设西河煎饼市级巾帼共富
基地。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她们联合
西河镇政府充分整合激发文化特色+基地优
势，以“线上+线下”“走出去+引进来”双向融
合模式，支持推动群众在“家门口”增收致
富。西河煎饼项目通过“共富基地”建设，送
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构建了
妇女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的共赢新格
局。

2023年以来，淄川区妇联在全区范围内
挖掘“妇字号”农产品生产、来料加工、直播带
货、家政服务等项目，积极打造多个“区级巾
帼共富基地”，构建“妇联+基地+致富带头
人”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作用，为

近千名妇女创业增收提供广阔平台。“巾帼共
富基地”的成立，不仅破解了村内闲置劳动力
无处增收问题，还充分发挥了“巾帼共富”的
引擎作用，走出了一条致富路、幸福路。

一直以来，淄川区妇联聚焦共富，深度融
入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为载
体，推出“巾帼信用贷”等金融产品，为创业妇
女及“妇字号”企业办理贷款4500余万元。
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实施力度，通
过人才带动、活动带动、服务带动加大对女科
技工作者的培养、服务力度，涌现出市巾帼十
大科技创新之星1名，最美巾帼科技创新之星
1名，巾帼科技创新联盟成员11名。实施“电
商培训两年计划”，举办巾帼电商直播培训班
12期，培训人员1100余名，助力73名电商主
播实现“指尖创业”梦想。开展家政服务进社
区，组织养老护理、母婴护理员培训65场，
1200余人实现就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婷/耿翠香
发自唐山“是你们给了我们勇气，感谢党
和政府，谢谢你们，谢谢……”当16万元司
法救助款送到陈素芬家中时，她的家属激
动得热泪盈眶。2021年 9月的一天，陈素
芬因交通事故住院治疗90天，鉴定为颅脑
损伤一级伤残，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
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159万余
元。经法院判决，肇事者获刑并赔偿原告
陈素芬经济损失129.77万元。然而法院通
过线上线下查控、实地走访均未发现被执

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陷入执行不
能状态。

“官司赢了，钱没拿到！”被害者陈素芬的
家庭陷入了困境。为切实解决陈素芬的实际
需求，有效缓解其生活困难，河北省唐山市乐
亭县法院执行局坚持多渠道、多举措齐头并
进，积极补充完善救助材料，申报省、市司法
救助及帮扶救助等各项救助，终于为其申请
到司法救助款16万元，为他们的生活点燃希
望。

据悉，为深入推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多

部门联防联动机制落实，更好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努力让妇女儿童感受到司法的公
平正义和温暖，2023年4月起，河北省唐山
市妇联联合市法院、市检察院开展涉妇女儿
童权益类执行案件专项攻坚行动。专项行
动期间，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符合
司法救助条件的，优先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经过8个月的努力，共申报涉妇女儿童司法
救助案件30件，申请救助金额225.5万元，
真正把司法关怀和组织温暖送到了他们的
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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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救助为困境妇儿家庭重燃希望之光

1月8日，爱心妈妈巴桑和孩子们一起吃
蛋糕。

藏历12月1日（公历1月12日）是西藏
日喀则一带传统的农家新年。新年临近，日
喀则市儿童福利二院里，44岁的爱心妈妈巴
桑正在忙前忙后。

按惯例，今天是福利院孩子们吃新年蛋

糕的日子。一首《新年好》唱罢，孩子们开心
地吹灭蜡烛，吃起了蛋糕。今年也是巴桑在
这个“家”里度过的第18个藏历农家新年。

在日喀则市儿童福利二院里，巴桑和
2017年来到福利院的旦增卓玛承担起母亲
的责任，全天候负责13个孩子的衣食起居，
组成了一个家庭，取名为“幸福家庭”。他们

住在两套两室一厅的屋子里，全屋贯通暖气，
家具一应俱全。

一月的日喀则年味渐浓，温暖的小屋里
两位爱心妈妈早已摆好了切玛，备好了年
货。谈及新年愿望，巴桑说：“希望我的孩子
们都能健健康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新华社发 丁增尼达/摄

福利院里的爱心妈妈和她们的福利院里的爱心妈妈和她们的““幸福家庭幸福家庭””

我为妇女儿童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