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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搭台领头雁发力 姐妹一起奔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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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共成立205家巾帼共富工坊，吸纳近7000人就业，其中约90%
为女性。考虑到工坊规模普遍“小、散、多”，宁波市妇联联合其他单位为巾帼
共富工坊量身定制专属保险，提供安全保障服务。首批60家市级巾帼共富
工坊的财产安全、3000多名灵活就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第三者的人身财
产安全，都将获得一揽子保障

浙江宁波205家巾帼共富工坊吸纳近7000人就业

甘肃高台创新志愿服务品牌 “精准式”敲门“管家式”服务

“敲门嫂”“敲”出浓浓邻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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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

事前预防 事中保护 事后关护

多彩课程让易搬子弟快乐过寒假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峰/杨旭 韦梦 发

自施秉“爸爸妈妈过年就回来了，我在这里结识
了新朋友，很开心。”连日来，贵州省施秉县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南官营11岁的吴清清，准时
到社区“儿童之家”参加为期7天的公益冬令营。

好玩有趣，还能学到知识和技能，公益冬令
营让易地搬迁的孩子们每天都开开心心。与其
他冬令营不同的是，公益冬令营就在社区里开
展，参加的小伙伴可以当天回家，不用外出。

施秉县城关镇社工站组织返乡大学生组成
的“护苗成长”志愿服务队，举办了南官营的关
爱易搬子弟2024“心灵探索家”冬令营，免费向

社区搬迁群众子女开放。
本次冬令营以“感恩与生命教育”为主题，

为孩子们精心设计了“感恩父母”“与友同行”及
“中国年”等主题课程，通过生动有趣的互动游
戏，将心理健康知识与感恩教育融入多样的活
动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引领儿童心理健
康成长。

“社区组织这样的活动，不仅解决了我们上
班族白天不能照顾孩子的难题，更丰富了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拓展了他们的交际能力，强化了团
队协作精神，给社区点赞。”新市民肖惠如是说。

在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润精看来，无论是平

时“益童乐园”的四点半课堂、社区主题志愿服
务，还是假期里的公益冬夏令营，他们一直在做
的工作，都是在助力随迁儿童成长。

“我们协同各方力量，积极引入多种资源，
创设富有文化气息的课堂，丰富孩子们的课余
生活，增加他们对居住城市的归属感和喜爱。”
吴润精说，将充分发挥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
会慈善资源、志愿者“五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机
制优势，以孩子为纽带，让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使居民尽快融入社区的步伐，引导更多居民
关注社区事务、参与社区服务，不断增强居民对
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山东临清“链式”联动
撑起妇女“法治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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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临近春节，唐美红反倒清闲了起来。1
月底，她兴奋地发了一条朋友圈：“交上属
于美红的 2023 年度满意答卷——全网售
罄！”四明山笋丝干菜、纯手工番薯片、番薯
枣子……这些深藏在大山里无人问津的土特
产，如今在唐美红的直播带货下，成了抢手货。

带货主播，扛起村民增收重任
唐美红是个“90后”，家住浙江省宁波余

姚市四明山镇唐田村。这里地处四明山深
处，位于余姚和海曙、奉化、嵊州、上虞五个
市区的交界地，属于偏远的五角地带。疫情
期间，看到农户因为手中的农产品滞销而满
脸愁容，有着6年淘宝网店运营经验的唐美
红萌发了帮大伙儿卖货的念头，行动果决的
她，随即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安心守着深山
在网上卖起了土特产。

收购员、搬运工、售货员……作为一名
在村青年，唐美红扮演着多重角色，一肩扛
起了村民们的增收致富重责。

没承想，番薯枣子这个余姚本地的传统
小吃竟然成了网红产品。“这是属于余姚人记
忆中‘妈妈的味道’。”唐美红对于家乡土特产
的火爆很是兴奋。

从去年开始，唐美红在线上销售之余，

也加入了余姚市妇联组织的“余山姚水·妈
妈的味道”线下集市，每每到此，唐美红的四
明山土特产摊位总是被围挤得水泄不通。

唐美红不俗的线上线下带货能力，带动
了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共奔富裕。去年，她从
宁波市妇联手中接过了金灿灿的“巾帼共富
工坊”牌子。“来年我想成立一个合作社，争
取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唐美红说。

农旅创新，探索乡村致富新路径
和唐美红一样，王文艳也是返乡创业女

青年。前20年，做导游的她满世界跑，但看
遍世界的她更想让世界各地的人看到家乡
余姚的美，为此，她创办了“四明山耕”自然
生态农场。

这几年，王文艳陆续在生态农场周边落
地了四明手作非遗体验馆、三平方咖啡馆、
村口大树小酒馆等个性空间。如今，王文艳
以农场为主线，设计开发出一条农业观光旅

游线路和研学路线。目前，多个业态共吸纳
就业人员40名，人均月收入5000元。

在以杨梅闻名的慈溪，嫁到匡堰镇的河
南姑娘刘冰洁，一脚踏进了杨梅领域后，帮
乡亲们带来了真金白银。

慈溪杨梅以荸荠种为主，果肉细嫩多
汁，但人工采摘效率低。于是，刘冰洁便萌
生了用机器进行分拣的想法。“如果杨梅连
机器分拣这关都过不了，怎么能通过6次转
运的运输关呢？”

说干就干，刘冰洁带人一次次实验，最
终杨梅领域首台分拣机上线。以往经验丰
富的阿姨，人工挑选一筐10斤重的杨梅，至
少需要20分钟。而现在的机器分拣，则用
不了两分钟。

效率提高了，销量变多了，刘冰洁家的杨
梅产量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她便在2017年成
立了大冰杨梅专业合作社，将杨梅传统的粗
放模式升级为系统化模式，社员也从最初的

5名增长到150余名，帮助社员收入翻了好几
番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大龄农村妇女增收。

保障兜底，推动物质精神双丰收
像唐美红、王文艳、刘冰洁这样的乡村

振兴领头雁，都先后建立起巾帼共富工坊。
这样的工坊在宁波全市共有205家，吸纳近
7000人就业，其中约90%为女性。

考虑到工坊规模普遍“小、散、多”，亟需
提供安全保障服务，宁波市妇联、宁波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还为巾帼共富工坊量
身定制了专属保险。在保险保障期间，首批
60家市级巾帼共富工坊的财产安全、3000
多名灵活就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第三者
的人身财产安全，都将获得一揽子保障。

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共富的脚步也要
跟上。因热爱烘焙，原本在银行工作的高洁
辞去工作，来到楝树下艺术村落，开了一间

“梦想厨房”。由红蓝橙三个集装箱组装拼
成的“梦想厨房”，承载着高洁的梦想，也为
广大巾帼志愿者注入了精神动力。

此外，为感谢巾帼志愿者和女性社会组
织，慈溪市妇联还专门与“梦想厨房”联动，
为她们提供了精神放松之所。

“姐妹们来到这里，看看美丽乡村，一边
学习交流一边制作小点心，身心都能得到放
松。”慈溪市妇联副主席马聪云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金鑫 何娜

“快过年了，可是公司还欠我们好几万元工资，我
们也联系不上老板！”2023年年底，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接到戴湾镇19名女工的诉求。

据了解，山东省临清市某纺织品公司欠19名女工
工资十余万元。该欠款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追回7万
元，剩余工资已超期未还款。接到诉求后，诉前矛盾纠
纷调解联动链条迅速启动——市检察院帮助群众申请
援助律师的同时，向市人民法院出具书面意见；市法院
立案后，康庄人民法庭联合“戴湾镇一站式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开始进行诉前调解。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联系上
该公司法人是这个调解破冰的关键所在。”戴湾镇党委
书记胡楠介绍，镇“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工作人
员利用辖区“网格”工作的便利性，联系上公司法定代
表人马某；同时，安排妇联干部走访19名女工当事人，
掌握事件背景，安抚群体情绪。经现场沟通了解事实
细节，双方确定了所欠工资具体数额，在援助律师指导
下签订了还款协议，并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形成民
事裁定书。如未按期履约，一方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调解双方均认可满意。

如何更好发挥部门联动作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是临清市各级各部门共同探索的路径和方向。
临清市妇联联合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等部门，以

“巾帼红+法治蓝”的方式，创新探索集“事前预防、事
中保护、事后关护”为一体的“链式”依法处置联动机
制，形成多部门风险联查、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
创的工作合力，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提供了更强有力
的司法全链条保护。

2023年8月，戴湾镇某纺织企业女职工遭遇“职
场性骚扰”事件。该镇妇联联合司法所约谈企业负责
人，责令该纺织企业有关负责人公开道歉，并督促该企
业建立女性从业保护制度。同时，镇妇联与司法所在
纺织企业内广泛开展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宣传与
解读，起到整改一个、影响一片的社会效果。

“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我们各部门联合处置，组
织专业人员、社会力量进行早期干预，开展婚姻家庭矛
盾纠纷调解、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等工作，帮助妇女儿
童及其家庭走出困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于
萌芽状态，防范民转刑案件发生。”据临清市妇联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3年妇联常驻“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
中心，加强与法院在诉前调解工作中的协作配合，与检
察院加强在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领域的联动等，为
全市妇女儿童办理维权案件247件，化解638起矛盾
纠纷，为全市妇女儿童幸福生活撑起“法治晴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龙年春节将至，孩子们也迎来
了期盼已久的寒假。为深入贯彻
落实全国妇联关于开展“把爱带回
家——真情暖童心 相伴护成长”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要求，近
日，江西省南昌市妇联和南昌市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童游龙年”
新春亲子年味集，吸引了40余组
亲子家庭参加。

“身体像根竹,削皮一身白。”
“我知道，我知道，是甘蔗！”猜灯谜
现场，7岁的赵甜小朋友抢着报谜
底。穿插着生活、历史、文学等元素
的猜灯谜活动深受家长和孩子的喜
爱，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孩子对“年”
的理解。另一侧的套圈活动更是萌
娃们的拿手好戏，大家玩得不亦乐
乎，决心要套中最远的、最大的，家
长们纷纷充当啦啦队，给孩子们不
断支招，加油鼓劲。

在年味美食区域，亲手制作一
份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品尝一份
独特造型的非遗糖画，新年的甜蜜
化在孩子和家长的心里，留下快乐
的回忆。“过年就是要图个好彩头，
为新的一年积蓄更多力量。这次活
动很有烟火气，我跟孩子都感受到
了浓浓的年味。”现场一位家长向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道。

在现场，来自南昌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的学员代表和40多个萌
娃共同挥毫泼墨，一起画福卡、写春
联，以笔书意、以字传情，将祝福融
入笔墨，在满满仪式感中写下纯真
的新年愿望。

非遗手工DIY区更是热闹非
凡，在老师的指导下，家长和孩子们
一起制作福星烧箔画，通过热处理
技术处理后的铜箔，在孩子们的巧
手下生出斑斓的色彩，制成一张张
独一无二、绚丽多姿的烧箔画。这
项国家级非遗技艺让大家惊叹不
已，感受流光溢彩的非遗之美。

老少咸宜的戳戳绣同样受到
孩子们的喜爱，在绣布上戳入不同
颜色的毛线，创造出精致细腻、立
体感十足的作品，给孩子们带来满
满成就感。活动现场，家长们纷纷
拍下萌娃们的优秀作品，打卡留
念，表达美好的新春祝福。

“春节是我们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通过带着孩子们一起童
游龙年、送福迎新，把质朴纯真的关爱传递给孩子，寄
托新春佳节吉祥、团圆、感恩的美好寓意，让传统文化
的种子根植幼小心田，传承优良家风，共沐温暖亲情。”
南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李茂说。

把爱带回家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茹
希佳 发自南京 为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妇女十三大
精神，增强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的凝聚力，1月30日，南京市召
开“服务巾帼企业发展”主题活
动暨市女企协六届二次会员大
会，旨在助力女企业家充分释放
创新力和创造力，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南京
摩尔猫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漪阳领学、宣讲了中国妇
女十三大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广
大女企业家为中国式现代化南
京新实践贡献巾帼之力的信心
和决心。

活动邀请了南京市投资促
进局、市人社局、市税务局、海关
等部门的同志为女企业家们进
行政策解读和服务介绍；邀请金
融机构相关负责人为女企业家
推介金融服务，助力企业更高质
量发展。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
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企业在稳就业中的主力军
作用，今年，在南京市妇联指导
下，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金陵
科技学院、南京市人力资源协
会共同实施“双百双进”行动。
活动现场，启动了“她未来”女

大学生就业创业护航计划，为校企牵线
搭桥，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
分就业。

据悉，该行动分两部分开展，一是百
家企业进校园，以导师结对、专场招聘、
HR面对面等形式，常态化开展进校园
活动；二是百名学生进企业，组织参观交
流、学习实践，为女大学生就业择业答疑
解惑，长效化开展进企业活动。协会倡
议会员企业加入“双百双进”行动中来，
在为企业广泛吸纳人才的同时，助力女
大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提供高质量就业
机会，用女性的力量帮助女性成长。

活动中，还成立了南京市女企业家
协会“服务巾帼企业发展专家委员会”，
并为首批专家颁发证书。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 王霞

“咚咚咚……”
“大爷，您好，最近身体情况怎么样？”
“大妈，最近早晚温差大，要注意保暖。”
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的乡村社区，活跃

着这样一群巾帼志愿者，她们每天主动敲敲辖
区空巢、独居老人的门，用一句句深情的问候、
暖心的叮嘱温暖着老人的心，大家都亲切地称
呼她们为“敲门嫂”。

近年来，高台县妇联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抓
手，持续壮大志愿服务团体，拓宽关爱服务对
象范围，延伸服务触角，创新“敲门嫂”志愿服
务品牌，为基层群众送去“及时雨”、奉上“雪中
炭”。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受助者到志愿者，
高台县的“敲门嫂”队伍不断壮大，服务对象和
内容逐渐广泛，一个“敲”字，“敲”出了人间真
善美，“敲”出了浓浓邻里情。

“谁来敲”
“小林把我照顾得很好，有啥事儿二话不说

就来帮忙。”南华镇胜利村的万菊英老人对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南华镇胜利村四社的林
燕，多年来一直关心关爱身边空巢、孤寡老人的
生活，平常只要有空，她就会敲敲老人的门，陪
他们拉拉家常、采购生活物资……大家都亲热
地叫她“热心肠小林”。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所想所盼，紧盯“谁来
敲”“敲谁门”“怎么敲”，高台县各级妇联常态化
开展“邻里守望”“物品代购”、心理疏导等志愿
服务关爱活动，为群众提供了精准化志愿服务。

通过壮大志愿队伍，县妇联首先明确了“谁
来敲”。在县妇联的广泛动员和鼓励下，高台县
各级妇联执委、社会组织、爱心企业、道德模范、
新乡贤群体等，积极加入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开
展关爱帮扶实践活动，形成了奉献互助、敬老爱
老的浓厚氛围。

“每天都到他们家里看看起床了没有，身体
状况怎么样，和他们聊聊天，问问有啥需要我帮
忙的，这对我来说就是日常生活。”林燕说。

“敲谁门”
在高台县城关镇人民西路社区工作人员

于金秀的工作手册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自己负
责的网格里每个老人的具体情况：丁师傅腿脚
不好，外面办的事需要帮着跑；陈阿姨血糖
高，要少吃甜东西；宋阿姨重症术后，还需化
疗……这一行行字、一段段话，都记录着于金
秀和居民之间的点点滴滴。

按照网格化管理模式，高台县妇联组织
“敲门嫂”们通过“地毯式”排查，采取“一对
一”“多对一”等形式，细致了解辖区独居老
人、残障人士、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实际情
况，并建立帮扶对象资料档案，针对性提供打
扫卫生、医疗帮扶、心理护航等志愿服务。突
发疾病敲敲门、陪伴散步敲敲门、逢年过节敲
敲门，把“敲门”作为帮助老人解决急事、难
事、烦心事的有效手段，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米”。

目前，县妇联已将服务人群从老年群体扩
展到妇女儿童、青少年等，服务触角已延伸至
镇、村（社区）、小区楼院等各个角落。

“怎么敲”
为了更好服务群众，县妇联创新打造了

“分众化+精准化”管理模式和“线上+线下”双
线服务模式。

在线上，通过建立村（居）民微信群、楼院
（栋）微信群，倡导随时有事群里随时说，拓宽
了村（居）民反映问题和实际需求的渠道。以

“群众点单、妇联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
积分兑单”的服务模式把志愿服务送上门，真
正将志愿服务活动“办在群众家门口、走进群
众心坎里”。

在线下，创新“红黄绿”精准服务模式，组
建“民情收集团”“民情议事团”“民情顾问团”，
通过“精准式”敲门、“管家式”服务，切实把

“敲”字敲到居民群众的心坎上，推动“敲门嫂”
巾帼志愿服务由“小打小闹”向规范化、常态化
转变。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高台县“敲门嫂”志
愿服务队伍已吸纳志愿者1462名，从最初的敲
门拉家常、精神慰藉、物品代购，发展到提供法
律援助、纠纷调解、政策宣讲等涉及弱势群体日
常生活的多项服务。自“敲门嫂”志愿服务队建
立以来，开展敲门走访2.23万人，开展义务帮扶
9600余次，受益群众达1400余人次。

11月月3030日日，，游客在石家庄市栾城区一处草莓采摘园区采摘草游客在石家庄市栾城区一处草莓采摘园区采摘草
莓莓。。当日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举办第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举办第2222届草莓采摘节届草莓采摘节，，吸引众吸引众
多游客前往草莓大棚采摘多游客前往草莓大棚采摘，，品尝新鲜的草莓品尝新鲜的草莓。。近年来近年来，，栾城区推进栾城区推进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晓王晓//摄摄

草莓飘香引客来草莓飘香引客来

贵州施秉举办“心灵探索家”冬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