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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苗巡查队”用心守护儿童成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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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层次人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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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发生火灾，能不能坐电梯?”“乘车的
时候要怎样保护自己的安全？”在江西省吉
安市遂川县妇联“把爱带回家”儿童关爱寒
假行动安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讲解遇
到险情如何自我保护的方法。孩子们认真
倾听，踊跃发言，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到了安
全知识。

寒假春节期间，江西省妇联积极响应
全国妇联号召，深入推进开展“把爱带回
家——真情暖童心 相伴护成长”2024寒
假儿童关爱活动，各级妇联发动妇联干部、
村妇女小组长、巾帼志愿者、“阳光驿站”工
作人员、爱心妈妈等组成“护苗巡查队”，入
户走访、安全排查，开展系列深入群众、贴
近家庭、面向社会的儿童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用心用情守护儿童安全“成长路”。

多维融合 当好安全教育
宣传员

江西省各级妇联紧紧围绕少年儿童安
全防护，特别是防范雨雪天带来的各类安
全隐患，各地妇联“护苗巡查队”敲门入户
进家庭，摸排冬季用火、用电、用气、烟花爆

竹等风险隐患，现场开展儿童安全宣传指
导，对儿童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控制、早解决。

景德镇市昌江区妇联“护苗巡查队”入
户开展安全排查，向广大家庭和少年儿童普
及冬季安全知识、应急科普、急救知识，进一
步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各地妇联还积极组织开展“珍爱生命”
“呵护女童”“预防沉迷网络游戏”“网络安
全教育”等安全自护教育主题系列活动，通
过专业人士视频授课、公众号推送、现场教
学等方式，以点带面、层层发动、全员参与，
不断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全面提高全民
安全意识，源头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九江市妇联推出《寒假安全 全家开
心》儿童安全知识讲座，分享全国妇联、应
急管理部“安全小锦囊”，邀请专家传授用
电、用火、用气安全及网络信息安全知识，
提示寒假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隐患，指
导家长陪伴儿童安全开心过假期。

各级妇联依托儿童活动中心开展急救
科普体验系列活动，体验生命教育，践行急
救精神，向少年儿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南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使用人体模
特、AED除颤仪及海姆立克训练器等教学

用具进行实操教学，切实提高少年儿童的
应急自救能力。

创新载体 当好安全保护
守护员

全省各级妇联创新教育活动形式，聚
焦家庭和儿童安全健康，开展形式新颖、内
容丰富的安全教育活动，普及安全法律法
规和安全知识，不断提高家庭和儿童的安
全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生命、关注安全
的浓厚氛围，为守护儿童安全撑起保护伞。

江西省妇女儿童中心、省应急管理宣
传教育中心开展“安全屋——守护安全·伴
你‘童’行”趣味安全教育主题活动，围绕

“防溺水安全、生活安全、自然灾害、交通安
全、森林防火、应急逃生、地震避险”等主题
科普内容搭建“安全屋”，把安全教育知识
融入棋类游戏中，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游
戏当中增强安全意识，收获科普知识。

抚州市南丰县妇联举办“陪伴的力量”
家庭教育、儿童安全教育宣讲活动，让家长
和儿童共同学习安全知识，提高家庭的安
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阿姨，回家我会提醒爷爷不能使用露
电线的插座。”“阿姨，我会告诉奶奶，手机

不能长时间充电。”萍乡市老关镇红星村的
安全教育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争先恐
后举手回答问题。

上饶市万年县妇联组织少年儿童走进
消防站，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结合冬季火
灾隐患特点，利用图片演示、故事讲解、视
频演示等方式宣讲火灾的危害、火场逃生
及日常火灾预防等知识，还现场开展了消
防器材实操演练和应急疏散演练。

统筹资源 当好安全保障
助力员

少年儿童安全防护是一项系统性工
作，全省各级妇联主动加强与应急、教育、
交警、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统筹
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力量，合力筑
牢守护少年儿童的强大防线。

新余市分宜县检察官向学生讲授法律
知识，重点给学生讲解青少年常见犯罪典
型案例，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

江西省妇联联合交警部门举办“安全
交通谨记心 平安快乐伴我行”儿童交通安
全活动，建立多方联动安全宣教平台，进一
步加强儿童寒假安全教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周孝燕

“我们送完小孩后到这里来做手工，
每天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在浙江省嘉兴
平湖市当湖街道梅兰苑社区吉祥“共富
工坊”工作的罗阿姨开心地说。

这只是平湖市“巾帼共富工坊”实现
妇女增收就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平
湖市妇联紧紧围绕“共同富裕巾帼在行
动”主题主线，全域推进“巾帼共富工坊”
建设，通过抓牢抓好“女红巧手”“妈妈的
味道”“巾帼新农人”等特色品牌，聚集巾
帼力量，激发女性创业创新活力，奏响共
富路上最强音。

“女红巧手”绘出共富图
“我们要先在木块上画好轮廓，注意

鱼的肚子要画得圆润一点儿，之后开料
会更加方便……”走进“女红巧手”陈青
华家，淡淡的木头清香扑鼻而来，视线所
及是满墙的木作工具和满屋的木制工艺
品。操作台边，陈青华正向十来名妇女
介绍鱼形文创小物件的制作手法。

圆作是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
而陈青华正在进行的便是由圆作衍生而
来的更为日常、便捷的手工。

作为非遗项目圆作技艺的传承人，
这些年来，陈青华不断创新研发，将传统
和现代手法相融合，设计出系列时尚简
洁的生活实用品和文创产品。她还创新
发展思路，希望通过非遗产业助力妇女
就业。陈青华工作室在2018年成立，面
向困难家庭、赋闲在家的妇女开设圆作
技能培训班，吸引想要再就业或是热爱
手工艺品制作的妇女加入，并依托淘宝、
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将手工文创产品推
向市场。培训过后的妇女可以自主接
单，利用空余时间完成制作任务，真正实
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妈妈的味道”唱响共富曲
作为一家立足平湖三十余载、颇受年

轻人青睐的老牌小吃店，米鑫米糕团店在
负责人陈燕的带领下，坚持以传统技艺、
诚恳心意，还原本真的“妈妈的味道”。

“创业不容易，能坚持下来更不容
易。这么多年下来，看着老顾客不断回
购，新顾客不断增多，我心中特别有成就
感。”陈燕说。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没有
尝过平湖尺糕、靴糕这类传统美食的味
道，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陈燕希望米
鑫米糕团店能让这份经典味道重新回到
大众生活。

多年来，陈燕在制作传统糕点的基
础上创新推出各种新口味，吸引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美食
爱好者，成为平湖美食文化的代表之一。陈燕本人也凭借“用
心、良心、初心”的经营理念，于2018年被评为平湖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尺糕代表性传承人。为实现非遗传承与经济效益“双
提升”，陈燕积极帮助下岗妇女再就业，通过开展技能培训，让
员工掌握糕点制作技艺，在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解决
了大龄下岗职工就业难问题，实现人均月收入5000元。

“巾帼新农人”引领共富路
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领路人必不可少。2020年，“85

后”姑娘王海莉本着对农业的热爱，来到曹桥扎根农业一线，
在孔家堰村创办了企业，一心从事职业农技人才培养、优质农
产品的标准化等工作。之后，王海莉积极联合孔家堰村集体
和曹桥供销社，成立了“堰上人家”农产品集散平台，建立了巾
帼共富工坊，创办“堰上人家”共富联合体，将直播间开到田间
地头，不仅解决了农户销售薄弱的难题，还拓宽了辖区内及周
边优质农产品的对接销售渠道，帮助农户卖货增收，实现共同
富裕。

如今，“堰上人家”农业产业越做越大，已与上海、杭州、嘉
兴等8家大型商超和电子商务公司达成合作，带动周边200
多位妇女增收，年销售额1500万元。一朵共富之花在乡间缓
缓绽放。

“2024年，我们将做好乡村振兴巾帼元素与工坊的叠加
文章，探索特色‘工坊+’模式，开设‘共创营’，组建创富导师
团队，做优‘共富课堂’，打造‘五心’巾帼共富工坊品牌，奏响
家门口的共富曲。”平湖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何鸣宇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李菁雯 念梦洁

一根细细的银针，在她手中有着神奇的
功效；三根纤细的手指是她的“诊断仪”，无论
针灸还是诊脉，她都得心应手；从医30余载，
她针药并施，用精湛技艺为数不清的患者驱
散病痛的阴霾，她就是全国第二批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福建省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附
属厦门中医院主任医师万文蓉教授。

家传绝学加科班教育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舅舅为患

者治病，几根银针下去就病去身安。”1964年，
万文蓉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高知家庭，
家族中几代辈出名医，于是高考时她选择了
中医专业。

1986年大学毕业后，万文蓉分配到江西
省中医药研究所工作，跟随国医大师、中医呼
吸病专家洪广祥教授从事中医药诊治支气管
哮喘的科研和临床，目睹了老师运用纯中医治
疗危急重症及疑难杂症的疗效，她深感震撼，
暗下决心要成为能为病人排忧解难的中医。

1988年，万文蓉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攻
读针灸专业研究生，对中医四大经典及其在
临床中的运用、古今针灸疗法产生了全新的

认识。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她来到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厦门国际中医培训交流中心工
作，有幸跟师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中医专家
学习和随旁侍诊。

在“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的基础上，
万文蓉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并遵循创新性、
先进性和科学性的原则，重点研究中医、针灸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机理，形成了较系统的
中医诊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思路和方法，
在临床中擅长针药并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过敏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疑难杂症。

针灸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万文蓉常说，针

灸临床疗效的成败，就在细节之中。
技术娴熟、精益求精是同行们对万文蓉最

多的评价，而温暖如春、一丝不苟是她留给患
者最深刻的印象。万文蓉的临床门诊中以幼
儿、女性和老年患者居多，日常工作虽繁杂而
琐碎，但在诊治过程中，万文蓉用心细致，观察
病程中的蛛丝马迹，讲究针刺过程中的细节。

有一位六旬老太因为弯腰提重物后突感
腰部剧痛，万文蓉以通经行气针刺方治疗。
第一次针刺后，老人的腰痛就有明显的改善，
且可逐渐站直。在针灸治疗三次后，老人自
行来到科室向她连声道谢，赞叹太神奇了，没

想到取穴少，疗效却这么好。
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万文蓉面对疑

难杂症悉心谛思，以中医辨证论治为核心，结合
西医的辨病，善用经方出奇制胜，并在中医经典
理论的指导下，创制了许多有效的针灸经验方。

让世界了解中医
一颗真心锁中医。作为福建省针灸学会

副会长、福建省中医药学会经典分会副主委、
厦门市针灸学会会长，万文蓉认为中医是中
国传统文化最璀璨的瑰宝，让世界了解中医、
让中医走向世界是责任也是义务。她以医会
友，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中医药界同
仁的交流和合作。

2012年，她被台湾台南大学聘为研究生
班《针灸学》主讲教授，多次受邀赴台为台南
大学研究生班授课，其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
得到台湾学生的赞誉。

为给海外的中医同仁们讲课和带教，万
文蓉每年还要往返东南亚各国，推动中医文
化的海外传播。2019年10月，作为主旨嘉
宾，她受邀出席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90周
年学术交流大会，并被聘为新加坡中医中药
联合会学术顾问，专门为新加坡中医同仁开
设为期1周的针灸临床高级提高班，并获得新
加坡政府颁发的“中医之光”称号。

福建省针灸学会副会长万文蓉

一根银针让“中医之光”闪耀海内外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党柏峰/张绚丽
发自渭南“我和老公之前一直在广东打工，
今年想在家找个工作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
刚才已经做了登记，基本达成意向。”2月19
日，春节刚过，在陕西省渭南市妇联组织的
2024年春风行动女性专场招聘会现场，来自
下吉镇的庞女士开心地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
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市
妇联积极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渭南市2024年
春风行动暨劳务协作现场招聘会，通过“春风

送岗”招聘行动，促城乡妇女就业增收。
招聘会现场，“宝妈”贾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之前做培训师，平均每个月都要出差十几天，今
年想换一份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工作，而女
性专场招聘会满足了她们的不同就业需求。

“我们企业是流水线作业，用工需求比较
大，上班时间也比较灵活。”陕西张利民饮料
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一些应
聘者需要接送孩子的实际情况，他们共有三
个时间段供应聘者选择，这一举措极大提高
了招聘效率。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渭南市共组织400

家企业，其中183家企业为女性提供百余类
就业岗位，5000余名女性现场求职，3250人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招聘会现场，渭南市妇
联还为前来应聘的妇女群众发放了妇女权益
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两癌”防治、禁毒等宣传资料。
渭南市妇联主席雷晓萍表示，今后，市妇

联系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县
（市、区）同步，多层次、多方位开展各类妇女
劳动技能培训，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帮助妇女创业就业、增
收致富，推进渭南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陕西渭南“春风送岗”促妇女就业增收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 发
自海拉尔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消防救援支队“北疆蓝焰”行走的妇女
之家志愿服务队“十四冬”爱心托管班开
班。指战员子女纷纷走进托管班，开启
美好假期生活。

记者从呼伦贝尔市妇联了解到，此
次托管班是“北疆蓝焰”行走的妇女之家
志愿服务队开展“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
的有力举措，将指战员“盼望的事”作为

“马上就办的事”，积极关心关切指战员家
庭期盼。爱心托管班主要接收“十四冬”
消防安保期间，无人照顾的指战员子女,
根据不同年龄，分为大童班和小童班。托
管时间从早上8时到傍晚18时，采取“上
班送来、下班回家”的模式，同时提供三餐
和午休，实现真正意义的假期“全托管”。

在课程安排上，爱心托管班有针对
性地设置了科学实验、手工课堂、思维训
练、趣味游戏、课业辅导等，为小朋友打
造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难忘假期。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 发自济南 新年伊始，万象
更新。2月13日是大年初四，还在春节假期里的山东省夏津
县妇联已经忙碌起来。趁着夏津籍女性高层次人才返乡过
年，她们特意召开了一场名为“领雁汇智·津帼兴夏”的女性高
层次人才座谈会。

夏津县在外优秀人才代表刘春英、孟伟伟、张琳琳、王丽
丽、李新雨、杨淼等依次作交流发言。大家敞开心扉，分享自
己的创业就业历程，并为家乡的发展变化感到骄傲自豪。她
们围绕自身工作经历、职业规划、家乡发展等，就乡村振兴、产
业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建言献策，表示会一
如既往地支持家乡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夏津县妇联主席王艳琨介绍了夏津县的区位优势、产业
情况、招商方向等情况。座谈会上，夏津县妇联与女性高层次
人才签订“领雁汇智·津帼兴夏”女性高层次人才合作框架协
议，并聘请优秀女大学生为“巾帼汇智·领雁兴夏”乡村振兴宣
传大使。

王艳琨表示，希望各位女性人才做家乡发展的“支持者”，
把自身发展与家乡发展建设结合起来；希望大家做家乡建设
的“智囊团”，积极牵线搭桥，鼓励带动更多在外老乡、外地人，
回家乡、来夏津；希望大家做夏津和妇联形象的“代言人”，不
论走到哪里，都一如既往地关心夏津、关注妇联，向身边人宣
传新时代夏津的风土人情、机遇优势、发展前景，为家乡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等积极牵线搭桥。

王艳琨表示，下一步，夏津县妇联将持续发挥好“联”字
优势，发挥女性高层次人才作用，积极搭建平台，链接整合
资源，积极开展双招双引，不断开辟人才发展、乡村振兴新
赛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夏津建设贡献
巾帼力量。

山东夏津妇联积极搭建平台招才引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王蓓

“积极主动作为，在妇
女需要时主动‘站出来说
话，顶上去维权，沉下去服
务’，把维权工作做在平常、
抓在经常、落到基层。”2月
18日是农历新春第一个工
作日。下午，安徽省妇联机
关即以“新春第一课”的形
式，开新篇、启新程。

“安排机关各党支部
书记走上讲台，为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授课，主要目
的有三：一是动员，让大家
迅速从春节长假的氛围中
调整过来；二是聚力，增进
大家对妇联各项工作的全
面了解，提高工作效率；三
是鼓劲，希望大家奋力跑好
新春开局‘第一棒’，为高质
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
坚实基础。”下午3点，省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兵率先

“开课”，开宗明义。
随后，在两个半天的

时间里，省妇联机关八个支
部分别结合PPT，晒工作、
找问题，谈计划、促提升。

“为了这40分钟的课程，整个春节假
期几乎都在梳理、思考、提炼工作，直到上
台前一分钟还在思考如何能在有限的时
间里更充分、凝练、清晰地展示。”“第一
课”结束后，多位党支部书记向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表示：“这是一次对过往工
作的系统梳理，更是一次承前启后的深度
思考、总结提炼，刀刃向内查找了工作不
足，明确了努力方向。”

记者注意到，在各支部的“课堂”上，
大家几乎都结合部室相关工作和去年

“四下基层”调研时了解到的基层重难点
问题，谈对策、提建议，畅谈2024年的工
作思路，探索创新工作路径和工作方法。

“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动能强劲、
大有可为的上升期、关键期，省委明确了
打造‘三地一区’的战略定位和建设‘七
个强省’的奋斗目标。要抓住机遇、找准
定位，发挥优势，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格
局境界、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把我们妇
联能为可为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妇女
全面发展、儿童健康成长、家家幸福安康
的‘实景画’。”谢兵表示。

5000余名女性现场求职 3250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呼伦贝尔为消防安保
指战员子女办起托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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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带回家

2月 19日，求
职者在河北省石家
庄市解放广场举行
的春季大型招聘会
现场查看企业招聘
信息。

春节假期过
后，各地组织多场
招聘活动，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和求职
者就业。

新华社发
（张晓峰/摄）

节后招聘
助 就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