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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迁儿童送上2024份“龙冬”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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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广大家庭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温暖、幸福的春节，玉环市妇联开

启“把爱带回家”娘家人关爱直通车行动。此次活动主要开展“八个一”关

爱服务，并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活泼欢乐的活动，营造热热闹

闹的新春氛围，传递真真切切的温暖关怀

浙江玉环“娘家人”关爱直通车再发车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志愿者队伍建设
湖南省人大代表王建平建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邵伟 发自长
沙 1月24日上午，湖南省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在长沙开幕。在教育一线工作了数十
年的湖南省人大代表、益阳市关爱儿童协
会会长王建平此次参会带来了加强家庭教
育指导师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建议。

她表示，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长在家庭
生活中自觉地有意识地按社会培养人才的
要求，通过自身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
对子女实施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动。

王建平说，家庭教育指导师旨在解决家
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家长及孩子的
测评找到家庭教育中的问题，通过授课建立
家庭教育理论基础，跟踪指导解决家庭教育

中的困惑，帮助家长提升教育的能力，纠正
教育的方法，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提升家庭
幸福指数。“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建设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王建平提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志愿
者队伍建设的建议”。首先是加强宣传培训，
规范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资格技能考试。建
议全省各级政府及教育等部门加大对家庭教
育指导师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建议省人社厅
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资格培训和考试
管理，培养一支合格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

其次是健全长效机制，为家庭教育指
导师志愿者队伍建设提供政策及制度保
障。建议全省各级政府及教育、财政、民政
等部门将家庭教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充分考虑基层需求，特别是要重点关注
留守儿童的亲子教育和亲情陪伴，以村、社
区、学校为基站，出台相关管理制度和激励
措施，完善考评机制，积极引导各地政府及
教育等部门重视和加大对家庭教育指导师
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力度，共同做好家庭教
育工作，为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

最后，还要动员各方力量来加强家庭
教育指导师志愿者队伍建设。建议各级政
府及教育、民政等职能部门，以及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重视家庭教育指导
师志愿者的队伍建设，并鼓励有经验、有能
力、有担当的社会力量牵头组建家庭教育
指导师志愿者队伍。

云南省妇联提交提案建议

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妇儿和家庭服务力度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玉林 发自

昆明“为引领市场、社会为妇女儿童和家
庭提供精准高效的公共服务，加强城乡社
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
云南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省政协委
员、省妇联副主席景绚代表云南省妇联提
交提案，建议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妇
女儿童和家庭服务力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妇女儿童
和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个性化、专业
化，也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据了解，2022
年以来，云南省妇联系统在大力开展“三
访四察五送”工作中发现，妇女儿童和家
庭需要的更普遍、更专业、可及性强、差别
化的服务还难以得到满足，如家庭教育的
指导、婚姻家庭关系的调适、留守流动儿
童的看护、残疾妇女和老年妇女的照顾、
被家暴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被性侵妇女
儿童的心理疏导和权益维护等服务。

为此，云南省妇联开展了“关于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情
况的专题调研”。调研显示，云南省在此
方面存在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购买主
体认识、管理、保障相对不足，承接主体

“少、小、弱”特征明显等问题。
对此，云南省妇联提交提案建议，一

方面完善政策设计。建议由省财政牵头
细化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中“儿童福
利服务”“妇女福利服务”的内容。如可增
加妇女儿童权益维护、网络保护、关爱帮
扶、精神慰藉等项目，在“社会保障服务”
中新增“家庭关爱服务”；制定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规范指引；
明确各层级购买主体购买妇女儿童和家
庭类服务的预算下限、受益对象（人、户
数）等指标；支持将预算资金安排到社区，
鼓励社区服务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
合作，由社区自行组织购买优质高效的服
务。另一方面设立专项资金。建议云南

省财政牵头研究在省级和州市、县市区级
分别设立专项资金，由各级妇联统筹用于
购买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部分用于社会
组织培育培训、枢纽平台运作、优秀评选
与宣传推广等。

同时，加强孵化培育。建议由省委
社工部牵头统一研究制定培育服务妇女
儿童和家庭的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此方
面服务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目标任
务，并明确相关单位工作职责，加强对政
府购买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工作的监
督、指导和落实。建议大力支持各级民
政、妇联和其他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
各层级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的枢纽型社
会组织，以此为依托孵化培育更多妇女
儿童和家庭类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
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紧贴妇女儿童
和家庭需求，指导帮助社会组织不断创
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项目，打造
服务品牌，提升服务能力。

四川启动2024年
绿色家庭创建活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世康

“小玉，你想想你们小两口结婚16
年，盖了新房、买了新车，两个孩子乖
巧懂事，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因为置气
离婚不值当啊。”傍晚时分，河南省平
顶山市鲁山县鹁鸽吴村“巾帼法律明
白人”翟小静约上小玉来河边散步，并
帮助小玉回忆他们夫妻共同奋斗的心
路历程，唤起她对婚姻的留恋，最终，
在用心用情的劝导下，翟小静成功化
解了这起婚姻家庭纠纷，小玉对婚姻
生活重燃希望。

这是河南省平顶山市“巾帼法律明
白人”参与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生动实
践，也是平顶山市妇联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平顶山市妇联强化引领服
务联系职能定位，积极探索基层妇联落
实新时代“枫桥经验”新路径，通过“评
选、培育、管理、使用”工作机制，一体化
推进“巾帼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多措
并举守护“家”平安，在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彰显了巾帼担
当。

严格评选、创新培育，锻
造过硬队伍

“2016年就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
家暴不再是家务事。丈夫殴打妻子，轻
了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重了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叶县洪庄杨镇观上村的

“巾帼法律明白人”朱玉蝶正在家中开设
的法律道德讲堂进行宣讲，为村里的妇
女进行培训。

从一人学到大家学，“巾帼法律明
白人”队伍不断壮大。在平顶山，像朱
玉蝶这样的“巾帼法律明白人”还有很
多，她们学习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知
识、解决群众难题，真正成为妇女群众
身边的普法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矛盾
调解员。

通过村民自荐（村组指定）、组织遴
选、考核上岗的方式，平顶山从全市
2821个村（社区）妇联干部、“四组一队”
成员、女党员、巾帼网格员、巾帼致富带
头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最美家庭和五
好家庭中，吸纳有热心、善调解、懂法律
的人员作为培育对象，选拔产生9289名

“巾帼法律明白人”，建立了结构合理、作
风优良的过硬队伍，实现了每个行政村
（社区）至少培育3名“巾帼法律明白人”
的基层治理格局。

此外，平顶山将“巾帼法律明白人”纳入“法律明白
人”普法培训主体，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培训机制，
通过“面对面”“一对一”“现场答题+案例分析”等方式，开
展线下培训1500余场次，培训妇女群众6.3万余名，通过
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不定期推送法律法规、法治案
例等1000多条，将培训开到了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群众
家门口，培育工作实现了“线上+线下”无缝衔接，有效将
培训效能持续转化为了使用动能。

优化管理，多元使用，推动落地见效
“秋英大姐，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还不知道和邻

居闹到啥时候呢。”赵女士说着，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 一
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新华区民主街社区“巾帼法律明白
人”李秋英的手里。李秋英本是民主街社区的一位热心调
解的居民，2005年，在社区建立了“秋英调解室”，居民们常
把“想调停，找秋英”挂在嘴边。自实施“巾帼法律明白人”
培育以来，区妇联主动将李秋英培育成为“巾帼法律明白
人”，依托秋英调解室，在社区内积极化解各类纠纷，真正将
小矛盾化解在了群众家门口。

立足基层治理实际，平顶山积极探索“巾帼法律明
白人+法治宣传+走访排查+纠纷化解”工作模式，全市
万余名“巾帼法律明白人”利用自身“地熟、人熟、事熟”
优势，组织开展各类普法活动3000余场次，为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10万余人次；持续开展“爱心敲敲门”走访排查
活动，共排查出苗头隐患重点家庭2万余户；依托基层

“调解室”“说理堂”“议事会”等，认真化解基层婚姻家庭
纠纷850余起。

此外，平顶山市还将普法宣传、入户走访、婚姻家庭
纠纷调解等工作纳入“巾帼法律明白人”考核管理，分类
建立工作台账，列出服务清单，翔实记录“巾帼法律明白
人”参加培育和进行法治实践的情况；将“巾帼法律明白
人”纳入网格管理，在群众集中区域设置“巾帼法律明白
人”公示栏，公示巾帼法律明白人照片、姓名、联系电话、
擅长领域等信息，做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加强动
态管理，对表现优秀、工作成效突出的“巾帼法律明白
人”，适时吸纳成为基层妇联执委、基层网格员、人民调
解员，保证“巾帼法律明白人”让群众找得到、用得上。

王玉波（右）为消费者
推荐胸针。

近日，黑龙江省鹤岗市
绥滨县“龙江巧女”巾帼示
范基地——“上古石福记”
品牌主理人王玉波设计的
体现黑龙江“冰天雪地”特
色的雪花胸针斩获第四届
冰城伴手礼大赛银奖。

据悉，“上古石福记”
积极发挥巾帼示范基地作
用，为本地妇女提供就业
创业平台，先后累计培训
手工编织人员3800多人
（次）、培养女性雕刻师20
余人、抛光师 5人，带领
300多名妇女实现居家灵
活就业。

姜雪峰/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丽婷 发自邢台 1月24日，
一场主题为“快乐冰雪 健康生活”的巾帼雪上趣味活动在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嘉年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邢台市
妇联、市体育局主办，市冰雪运动协会承办，旨在深入推进

“冰雪三进”活动，推动“四型市直机关建设”，激发团队凝
聚力、战斗力，增强队伍活力，提升广大妇女群众对冬季运
动的认知和兴趣，引导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冰雪运动，享
受健康生活。

活动现场，在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中，广大参赛队员分
别参加了雪上拔河、雪上追逐两个比赛项目及雪上碰碰球、
雪圈竞速两个戏雪项目，体验到了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团结协作精神，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欢
笑与呐喊声中放松了身体，愉悦了心灵。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平乡县妇联、任泽区妇联、南和区妇联荣获雪上拔河项目
冠、亚、季军。襄都区妇联、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市国资委
夺得雪上追逐赛一、二、三名。

邢台市妇联主席石瑛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在推动妇女创业就业、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关爱
妇女儿童健康等方面，汇集巾帼之力，激扬巾帼斗志，在工
业立市、文化兴市中展示巾帼风采，彰显巾帼之美，为“太行
泉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建设，为共建共享“温暖之城”，汇
集磅礴的巾帼力量。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峰 发自
桂林 1月19日，由广西桂林市女企业
家协会主办的桂林首届巾帼好产品展销
会正式启动，展销会旨在服务会员、自我
造血，搞活经济、共谋发展，也是推介地
方好产品、服务群众增收的惠民举措。

据了解，活动参展的企业达76家，
涵盖特色农副产品、食品、年货、手工艺
品、美容护肤品等1000多个品类。展销
会启动当日，销售总额累计21万余元。

桂林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谢玉华表
示，协会和广大女企业家将精诚合作、抱
团发展，凝聚融合资源优势，深化“周末
爱心妈妈”品牌效应，在互助协作中收获
共赢，还将围绕“一城一都一地一中心”
战略布局，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找准关键点，推动
女企业家立足岗位干事创业建新功，为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桂林篇章、建设
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巾帼力量。

广西桂林首届巾帼
好产品展销会启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任然 发自
成都“树立绿色理念，争做‘绿色风尚’
的倡导者；点亮绿色生活，争做‘绿色消
费’的践行者”……近日，在2024年四
川省绿色家庭创建启动仪式暨垃圾分
类巾帼志愿者培训班活动中，来自成都
市的垃圾分类志愿者代表向全省发出
了积极创建绿色家庭的倡议。

据了解，当日活动以“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为主题，通过
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
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的
回信、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提出创建绿色
家庭要求，动员广大家庭积极投身生态
文明建设，营造人人都是垃圾分类的宣
传员、指导员和监督员的新风尚。

“我们的目的是引导广大群众自觉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四川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卉
说。启动仪式结束后，举办了由环卫
工人代表、家庭代表、学生代表、社区
代表、志愿者代表参加的垃圾分类巾
帼志愿者培训班。

河北邢台举办巾帼
雪 上 趣 味 活 动

““龙江巧女龙江巧女””冰城获奖冰城获奖
妇女创业再添活力妇女创业再添活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史绮婧

1月19日上午，浙江省三八红旗手李雯
芳工作室门口人头攒动、暖意浓浓。一群
身着粉色马甲的巾帼志愿者正忙碌着将连
夜装袋的“娘家人”的“龙冬”大礼包装上货
车。

“大礼包里有棉鞋、围巾、笔盒、春联，还
有孩子们喜欢的盲盒，代表着我们爱的祝
福。今年是开展‘把爱带回家’娘家人关爱直
通车行动的第四年，我们准备了2024份大礼
包，讨个热热闹闹的好彩头，希望能让他们感
受到‘娘家人’的温暖。”李雯芳一边打开大礼
包一边介绍。

下午2时，连续四年发动的“娘家人”关
爱直通车缓缓驶出，开往第一站——玉环市
城关第四初级中学。这标志着“把爱带回家·
城暖新市民”龙冬龙冬锵行动暨玉环市2024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为使广大家庭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温
暖、幸福的春节，根据全国妇联《关于开展“把

爱带回家——真情暖童心 相伴护成长”2024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以及台州玉环市委、
市政府关于开展“城暖新市民·欢乐过大年”
系列活动的部署要求，玉环市妇联特别举办
了此次活动。

“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在操场一侧，随着鼓点响起，一条花龙缓缓跃
起，灵动的身姿伴随着气势磅礴的舞龙乐曲，
如一条条出海长龙腾飞在校园内。

坎门花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为玉环坎门渔区特有的地域性民间舞蹈，迄
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以“龙绕柱”为其主要

特点，表达了渔民“祭海”“祈佦”的美好愿
望。2011年5月，坎门花龙被正式列入第三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坎门花龙表演拉开了本次启动仪式的序
幕，跟随父母来到玉环的同学们感受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花龙舞罢，孩子们带着好奇又惊喜的表
情排队等待着自己的“龙冬”大礼包，一拿到
手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并向身边的同学共同
分享喜悦。

“今天收到大礼包我非常开心，让我提前
感受到了春节热闹的气息，相信在玉环过的

这个年会热闹非凡。”拿到礼包的聂文静开心
地将礼物一一拿出，红彤彤的春联映衬着她
笑盈盈的脸，之前每年春节都回老家的她，打
算今年和爸妈一起留在玉环过年，感受第二
故乡的年味。

随后，孩子们还纷纷在致全市“新玉环家
庭”新春慰问信签名墙上签字。

“留在玉环过新春！”相机定格了孩子们
的笑脸，嘴角扬起的瞬间融化了整个寒冬。

当天下午，装载着满满爱意的2024份
“娘家人龙冬大礼包”通过“娘家人”关爱直
通车接力发动，全部送至玉环市城关第四初
级中学、玉环市城关合垟小学、玉环市城关
青马小学等5所民办随迁子女学校的学生们
手中。

“此次把爱带回家活动，主要开展‘八个
一’关爱服务，有一份‘联新’慰问、一张爱的
全家福、一次‘欢乐中国年’志愿服务、一场娘
姨普法活动等，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和活泼欢乐的活动，营造热热闹闹的新春氛
围，传递真真切切的温暖关怀。”玉环市妇联
副主席陈雅倩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袁鹏/宁芙
萱 发自银川 2024年春节临近，宁夏回
族自治区各级妇联积极开展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广泛开展下基层调研
关爱困难妇女儿童活动。

宁夏妇联班子成员带队分6个小组，
赴五市15个县区、帮扶点、党建联系点，
进行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患病、老年、残疾
妇女和困境儿童。宁夏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王君兰先后深入贺兰县、永宁县、同心
县，看望慰问困境妇女儿童。王君兰一行
为困境妇女儿童送来了棉衣、毛毯、热水
壶、护肤品、学习用具、新春对联等物资。

“母亲健康快车”发车直达、“把爱带
回家”关爱服务、“康乃馨”关爱困境妇
女、爱心冬衣温暖相伴、女性爱心义诊和
健康知识宣教等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记
者了解到，在关爱困境妇女儿童活动中，
宁夏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统筹协调，
积极筹集4132.59万元的资金、物资和项
目，走访慰问困境妇女儿童7.4万余人。

宁夏各级妇联开展
关爱困境妇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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