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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名“爱心妈妈”守护困境孩子“成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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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重庆市妇联连续9年实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项目，采
用1个“爱心妈妈”结对1个困境儿童，并拓展N个社会关爱力量的“1+
1+N”精准结对关爱模式，用爱托举起一个个困境孩子的“成长梦”

重庆市妇联连续9年实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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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让每一名少年儿童都能茁壮成长，是
全社会的共同心愿。2015年以来，重庆市
妇联连续9年实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项
目，采用1个“爱心妈妈”结对1个困境儿
童，并拓展N个社会关爱力量的“1+1+N”
精准结对关爱模式，用爱托举起一个个困
境孩子的“成长梦”。

“六个一”举措开展日常关爱
上午10点，带上一箱牛奶、几件棉衣，

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大面坡村妇联主席王
艳林和村干部急匆匆地往14岁的男孩大
飞（化名）家里赶。

大飞患有智力残疾且长期卧床，和70
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2021年和大飞结
对后，“爱心妈妈”王艳林至少每周都要上
门走访一次，帮大飞清洗褥疮、上药、洗衣
服、铺床……

不仅如此，王艳林还争取各种力量参
与进来，共同帮扶大飞。

一方面，王艳林积极向镇民政、镇妇联
等单位汇报情况，将大飞纳入特困儿童范
畴，为其家庭申请低保，保障祖孙的基本生
活。

另一方面，她协调对接家庭医生和华

蓥中学的老师定期上门，为大飞检查身体，
提供日常护理方面的指导，通过讲故事等
方式丰富大飞的精神生活。

王艳林只是重庆1.1万名“爱心妈妈”
中的一员。重庆市妇联根据民政部门提供
的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台账动态名册，组建
了以村居妇联干部、执委为主体的“爱心妈
妈”队伍，按照就近和属地原则，发动她们
开展日常关爱，落实“六个一”举措，让每个
孩子都能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这“六个一”包括“爱心妈妈”每周与
孩子见一次面了解情况、每半个月与孩子
进行一次谈心、每月与监护人进行一次交
流、每季度与班主任进行一次沟通、每学
期陪伴参加一次亲子活动、每年陪孩子过
一次节。

此外，重庆市妇联还发动“爱心妈妈”
积极对接学校老师、医务人员、公安及检察
机关人员以及爱心企业、热心人士，拓展帮
扶力量，让受助儿童获得更多温暖。

常态化培训送上教育指导
不久前，一场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在重

庆市永川区汇龙小学举行，来自该区23个
镇街的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缺失的农村留
守儿童及其“爱心妈妈”一共240多人参加
了活动。

活动中，开展了“爱心妈妈”培训讲座、
困境儿童团辅、结对亲子团辅、儿童心理测
评、暑期儿童安全教育等内容。

其中，“爱心妈妈”培训讲座上，授课老
师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解如何培养孩子的
自信，如何解决孩子常见的心理问题；亲子
混合团辅中，孩子与“爱心妈妈”共同参与
亲子游戏，增进了情感交流。

聚焦困境儿童心理、行为问题，重庆市
妇联开展了专题调研，并购买专业服务，常
态化开展全覆盖心理团辅。同时，针对“爱
心妈妈”送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定期组
织她们和困境儿童一起参加冬夏令营等活

动，提升帮扶实效。
“这些活动不仅帮助‘爱心妈妈’掌握

了与困境儿童沟通和心理疏导的方法技
巧，还促进困境儿童和‘爱心妈妈’相互了
解、相互沟通，建立良好的帮扶关系。”重庆
市妇联有关负责人介绍。

数字化赋能提升帮扶实效
目前，依托“巾帼重庆”数字应用平台，

重庆市妇联正在推动开发“爱心妈妈”结对
关爱帮扶一件事”数字应用。

据悉，该数字应用将整合民政、政法、
教委、公安、卫健等部门相关应用系统及
平台，实时抓取、更新困境儿童基础信息、
健康信息、学籍信息等，线上动态生成困
境儿童数字档案，并及时抓取村（社区）妇
联主席、妇联执委等“爱心妈妈”数据，建
成“爱心妈妈”电子档案库，实现智能辅助
匹配，不让任何一个孩子遗留在“隐秘的
角落”。

不仅如此，“爱心妈妈”在日常关爱中
如若发现孩子出现生病、入学问题、生活困
难等，只需触发应用中的“一键唤醒”功能，
就能联接卫生、教育、医保等部门，提取数
据，生成事件清单，在线向相关部门发起申
请办理，为困境儿童撑起一顶全方位的“保
护伞”。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婷 发自衡水“豆豆妈妈，富
成小区有位宝妈需要催乳服务，你现在有时间吗？”河北衡水
深州市安馨家政公司全职妈妈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
在电话联系育婴师沈天瑶，沈天瑶原是一位带娃4年的“90
后”全职宝妈，今年8月参加了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育婴员技
能培训并取得了结业证书，短短4个月时间，全职妈妈再就业
中心已为她提供临工派单35单，收入已突破万元。

近年来，河北衡水深州市妇联瞄准“婴幼儿养育及妇女再
就业”社会热点难点，在做实做强“河北福嫂·湖城莲姐”家政服
务品牌的基础上，依托省星级巾帼家政基地——安馨家政公司
精准打造了“全职妈妈再就业服务中心”和“移动月子中心”，实
现了巾帼家政服务与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全方位有效衔接。

在深州市妇联的指导下，安馨家政公司成立了全职妈妈
再就业服务中心妇联，建立了“全职妈妈再就业服务中心妇女
微家”“全职妈妈再就业课堂”，搭建了“培训+实践+点单”一
体化就业服务平台，畅通了全职妈妈获取家政培训、就业信息
以及点单派单的多元服务渠道。

目前，深州市已成立全职妈妈服务微信群35个，由专门
工作人员在群内推送整理家政服务各类信息，宝妈们根据群
内获取信息，合理安排时间参与培训、接单服务，对于群内未
能抢单接单成功的宝妈，工作人员将“一对一”服务直至意向
达成，参与工作的宝妈每天收入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300
多名全职妈妈在兼顾家庭、获取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实现了自
我价值、赢得了自信人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 吴珊 谌丽丽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每到傍晚，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区锦滨家园里，20多名妇女就会
伴着欢快的歌声翩翩起舞。

“我们在排练节目，准备明年也参加妇联
组织的广场舞大赛。”舞蹈队领队罗运凤兴奋
地说。罗运凤原是辰溪县火马冲镇凉水井村
村民，搬来这里5年多，她的日子越过越甜。
这是怀化市妇联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工作的缩影。

今年以来，怀化市妇联坚持党建促妇建、
强妇建助发展，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中彰显“她力量”，让搬迁群众既住得放心，
又过得安心。

在沅陵县太安社区暖心阁里，社区姐妹
经常围坐在一起纳鞋垫，话家常。该社区是
怀化市占地面积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有搬迁群众1389户5320人。当地妇联

经常在暖心阁组织开展活动，丰富姐妹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为了让搬迁群众在身边就能找到“娘家
人”，怀化市妇联在符合条件的安置区建立妇
女组织。有了组织，像暖心阁一样的活动场
所必不可少。怀化市克服经费紧张的困难，
大力开展安置区“妇女之家”“儿童之家”建
设。依托“妇女之家”，怀化市妇联还在安置
点组织开展“美家美妇·五溪巾帼大宣讲”等
活动，引领广大安置点妇女群众听党话、跟党
走。

“一个月以后我就是有厨师证的人了，现
在我们清江村名气越来越大，将来游客多了，
我还可以开个小餐馆嘞！”参加技能培训的龙
姐开心地说。2023年11月8日，2023年湖南
省库区移民事务中心芷江县中式烹调师（厨
师）培训班在芷江县碧涌镇清江村开班，吸引
了众多妇女群众前来参加培训。

“宫颈癌和乳腺癌严重威胁着妇女的身
心健康，关爱女性健康要从自身做起……”近
日，芷江县妇联邀请怀化市肿瘤医院3名专家

为芷江镇海峡路社区50余名群众讲解妇科
三大常见肿瘤的防治手段以及自检的方法
等，呼吁广大妇女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以上活动是怀化市积极实施“美家美妇”
知识普及行动的生动实践，向安置点妇女群
众和家庭传授职业技能、家庭教育、形象提
升、生活技巧、法律维权等知识。为帮助她们
尽快融入新城镇，怀化组建了“美家美妇讲师
团”，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常态化开展“美
家美妇大讲堂”活动。

据统计，怀化市妇联累计在安置区组织
开展教育培训、文化阅读、临时救助、“美家美
妇”行动、各类文艺活动等1000余场次，通过
实施一批关爱安置点妇女儿童项目，用情抓
好实事维权，不断提高安置点妇女儿童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好‘娘家人’，服务老百姓。”怀化市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曾晶说，今后将在该市各安
置点，继续开展接地气聚民心的活动，用心用
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让搬迁
户生活更美好。

湖南怀化妇联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当好“娘家人”，让群众住得放心过得安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曾浩洋

一队身着“迷彩服”的女子，行进在汶
川的深山密林里，她们是大熊猫国家公园
汶川管理总站的女子巡护队队员；

在黄河干支流域生态防护带，“阿妈
啦”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常年往来穿
梭于此，不遗余力地保护着母亲河。

……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还活跃着

“净土春晖+”巾帼志愿宣讲队、红原姐妹
宣讲团等各类队伍，均是阿坝州妇联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妇女持续筑牢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推进加快建设川西
北阿坝生态示范区的实际行动。

阿坝州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州妇联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全国、全省、全州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部署，通过建队伍加强组织建设，沿着生
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等具体路
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引领
广大妇女及家庭奋力谱写美丽中国的阿坝
篇章。

是巡护员，也是宣传员
大熊猫国家公园汶川园区，占汶川县

域总面积约67%。汶川县妇联联动当地
相关部门，带领基层妇联和各行业妇女立
足自身领域，为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贡献
巾帼力量。大熊猫国家公园汶川管理总站
女子巡护队（以下简称巡护队）正是其中的
一个缩影。

巡护队目前有6名巡护员，由多个民族
组成，年龄最小的队员25岁，最大的52
岁。近年来，巡护队完成了多条大熊猫固
定样线监测，掌握样线内野生动物分布情
况及干扰因素，收集图片资料、视频影像资
料若干，形成了监测报告，完整地收集了保
护区内大熊猫以及伴生动植物种类及分布
状况。

巡护工作之外，巡护队还是生态环境保
护的“宣传队”。在她们的宣传带动下，越来
越多的人渐渐提高了环保意识，并愿意与巡
护队员们一道，为保护生态环境作贡献。

2022年5月15日，在州县妇联的指导
和支持下，“阿妈啦”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
河队正式成立。队员们和来自全州的妇女
代表共同在位于黄河岸边的白河牧场种下
面积6.07余亩的“巾帼林”，来防止生态退
化。

护河队成立一年多，队员已发展到60余人。“组建队伍
时，大家听说是为了保护家乡，报名积极性很高，家庭成员也
非常支持。”护河队执行队长斯红英说，保护母亲河，要广泛发
动妇女，现在，护河队队员中既有退休干部，又有上班族、打工
人、返乡大学生和远牧点的牧民。

在护河队的宣传和感染下，越来越多的群众也自觉加入
到守护黄河的队伍中。白河社区居民王吉林说，她经常看到
护河队在河边捡垃圾，“今年我也报了名，可以和大家一起去
巡河、植树、捡垃圾。”

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阿坝
在汶川，还有很多像巡护队这样的队伍，得益于当地各级

妇联发挥执委优势，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用切实举措传递文明
风尚、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

当地依托汶川大同巾帼志愿“阳光站”，引进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吸纳巾帼志愿者，组建“我爱我家”巾帼志愿服务队，
运用“积分超市”模式，鼓励广大巾帼志愿者积极参与活动，有
效发挥了“阳光站”联系、宣传、凝聚、教育群众的功能作用。

此外，立足于浙江来料加工业务大市场和本地特色产业，
汶川县妇联紧抓机遇，争取资金，以来料加工、羌绣产业、水果
种植等为特色，以“妇联+合作社+妇女”“妇联+带头人+妇
女”等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模式，拓宽妇女就业增收渠道。

汶川县妇联的这套系列组合举措，正是阿坝州妇联带领
各级妇联，全方面引领广大妇女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助力美丽阿坝建设的生动实践。

阿坝州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州妇联坚持重点工
作抓特色，特色工作抓品牌，品牌工作抓效益，精心培育“净土
阿妹”等多个本土特色就业创业行动品牌；进一步拓宽与巩固
省内外对口帮扶朋友圈，开展“浙阿姐妹手拉手·巾帼脱贫快
步走”等系列活动；争取各级各类妇女居家灵活就业项目资金
1072万元，建成全国、省、州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87个，已
在51个不同业态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建立妇联组织，举办
藏织、羌绣、来料加工等各类技能培训班400余期，累计带动5
万余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景韵润

“我想和大家一起修建一条属于自己的
‘红旗渠’。”作为一名“渠四代”，河南红旗渠
干部学院优秀青年教师李媛动情地说。以行
动建功新时代，以奋斗争创一流业绩，是河南
红旗渠干部学院女教师群体对教学培训工作
的铮铮誓言，也是她们发挥妇女“半边天”作
用的庄严承诺。

作为一所集精神传承、党性教育、宗旨践
行为一体的干部学院，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
自成立以来，依托特有的红旗渠精神资源和
周边红色教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党性教育
课程体系，成功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7500余
期41万余人，成为红旗渠精神党性教育培训

的主阵地、大熔炉。
在全院教学一线教师中，女性占比超过

72%。2023年一线女教师带班1200余期，培
训学员5.7万余人，开展各级各类教学6330余
场次。此外，学院还聘请李改云、郭秋英等红
旗渠特等劳模、《百家讲坛》红旗渠故事主讲人
李蕾、党的二十大代表郁林英等林州当代女性
代表担任学院兼职教师。作为新时代传承弘
扬红旗渠精神的“红旗渠的女儿”，她们充分发
扬红旗渠精神，用心用情组织教学、服务教学、
保障教学，学员评价满意率达99.8%。

2023年11月以来，学院深入挖掘红旗渠
上妇女群体“勤、廉”为先的家风故事，不断深
化“家庭家教家风”课程体系，先后研发了《树
立良好的家风》理论课程、《学习谷文昌的好

家风》微党课等，纳入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目前已开展授课60余课时，引导党员干部强
化学习领悟家庭家教家风，当好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的引领者和示范者，让家庭文明新风
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此外，学院还创新实施“巾帼建新功”课
程精研系列行动，助力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
部队伍建设和培训，积极探索沉浸式、模拟
式、体验式等教学模式，打造“现场体验+基层
调研+互动研讨+实践问效”四位一体的实践
课程，让学员在“铁姑娘”打钎的体验中强化
妇女担当、加强思想淬炼，在与妇女模范互动
中深化宗旨意识、增强工作本领，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巾帼之力、汇集巾帼之
智。

河南安阳红旗渠干部学院积极打造特色党性教育课程体系

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干部培训重要内容

河北衡水巾帼家政为全职
妈妈打造就业“新天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姚鹏

日前，湖北省武汉市黄
陂区“家事共享法庭”遇到
了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双
方当事人都年事已高，依然
因为离婚闹得不可开交。
经过法院和妇联的合力调
解，这起婚姻家庭矛盾仅用
两天就得到了妥善处置。

黄陂区“家事共享法
庭”（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站）由黄陂区人民法院联
合区妇联携手打造，通过
整合法院专业法律资源和
妇联组织调解资源，推动
家事调解、网上立案、在线
诉讼、普法宣传、基层社会
治理等工作的联动。法庭
自成立以来，妇联直接参
与调处化解法院受理的家
事案件百余起，实现了预
防在前、调解优先、合议共
管、就地解决，形成了高效
妥善化解家事纠纷的合
力。而在武汉市，全市15
个区目前均建立了这样的
家事纠纷化解联动机制。

2023年年初，武汉市
妇联与市法院联合制定了
《关于建立健全联动机制
妥善化解家事纠纷的意
见》，决定通过“妇联+法
院”协作机制，进一步推进
司法职能与妇联资源有效
整合，打造具有武汉特色
的家事审判模式。随后，
全市15个区的妇联组织
陆续与相关部门开展合
作，积极构建反家暴协作
机制和家事审判协调工作
机制，建立完善家事调查
员和家事陪审员制度，家
事审判工作和反家暴工作
均取得了新突破。

在江岸区，区妇联与区法院、区公安
分局联合建立了湖北省首个三方协作反
家庭暴力机制，实现了家庭暴力案件办
理各环节的衔接顺畅、快速响应。此外，
区妇联与区法院还合作开设了“家事巡
回流动审判点”，引入专业的婚姻家庭律
师团队和国家级心理专家，以“法院+妇
联”对接联动的模式，建立家事审判协调
工作机制。

在汉阳区，区妇联设立了家庭暴力
举报热线、区公安分局加大警情处置力
度、区人民法院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受理“绿色通道”，共同对家庭暴力警
情联动、畅通人身安全保护令通道、隐私
保护、宣传教育等具体工作作出详细规
定，落实“一站式”保护。

青山区妇联联合区法院，在辖区内
聘用507名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参
与家事纠纷预防和调处工作，并通过“法
治夜校”“庭有家音”云课堂等活动对家
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分别进行线下、线
上授课。2023年，共有80余名家事调
查员、家事调解员参加了家事案件的调
解、回访等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为有效保障婚姻双方的合法权益，
2023年以来，武汉市妇联和市法院还共
同探索加大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财产申
报制度的落实力度，要求在审理离婚案
件时，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同时送达《离婚
案件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和《离婚案件
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告知当事人申报
财产的要求和不履行的法律后果。申报
制度实施以来，共发出夫妻共同财产申
报令2300余份，有效预防了离婚案件中
的“不诚信”行为。

湖
北
武
汉
各
区
建
立
家
事
纠
纷
化
解
联
动
机
制

﹃
法
院
＋
妇
联
﹄
对
接
联
动
，让
矛
盾
化
解
更
有
温
度

1月13日，残友秦芳在
车间内加工线圈。她于
2019年来到长沙市上善助
残服务中心，目前负责电子
元件加工。

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坪塘街道莲花山村的长沙市
上善助残服务中心，残友们
从事电子元件加工、印刷品
包装等计件业务。中心流转
了一百余亩菜地开拓“同心
农场”，市民“认领”土地、采
摘蔬菜，由残友提供务农指
导和日常打理服务。十年
来，中心为5000多名残友提
供种植、养殖、加工等技能培
训，陆续有近200名残友在
中心获得了就业机会。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乡村残友迈向新生活乡村残友迈向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