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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 强基破难进行时

“家家幸福一元捐”传递爱收获爱成为爱
甘肃省妇联汇集爱心力量救助困境妇女儿童

——各地妇联开展精彩多样的世界读书日活动

引领更多家庭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山东邹城“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儿童4000余人次

内蒙古首个高校女子
学 院 在 兴 安 盟 成 立

心心爱爱 温暖童心妈妈妈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为引
导广大家庭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家
长和孩子感受阅读魅力，各地妇联举办了
各具特色的世界读书日活动。

四川：持续性、常态化开展
公益阅读行动

4月 22日，四川省妇联联合省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在省妇女儿童中
心，举办了“书香飘万家 共筑强国梦”2024
年四川省家庭亲子阅读活动。

据了解，今年，四川省妇联将在社区建
设儿童友好阅读空间站，并结合“阳光驿
站”“爱心妈妈”等重点工作，持续性、常态
化开展公益阅读行动，内容将涵盖传统文
化、科学探究、生命教育、人文自然等主题，
通过家庭的参与，激发儿童对阅读的兴趣，
让更多孩子和家庭爱上阅读。

据介绍，近年来，省妇联、省语委、教育
厅共同推广家庭亲子阅读，各级各部门依
托各类阵地开展了阅读讲座、名人领读、绘
本剧场和家庭故事会、好书分享会等多种
形式的阅读指导活动，逐步形成了“妇联号
召、基层组织、学校参与、老师指导、电台播
出”的具有四川特色的家庭亲子阅读活动
创新工作模式。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家庭亲子阅读专题
圆桌会议。全国妇联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
使林丹、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常青、四
川家庭建设研究院李涯、儿童绘本作家郑

冰清（毛毛阿姨）围绕“经典诗词与普及”
“全民阅读的重要性”“亲子阅读的挑战和
机遇”等3个话题进行了主题讨论。

北京西城：举办“书香·家·
春秋”家庭阅读活动

4月21日，北京市西城区妇联以“与书
香为伴 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在北京市林
则徐禁毒教育基地举办了2024年“书香·
家·春秋”家庭阅读暨4·23世界读书日主
题活动。活动由西城区妇联、区统计局、区
经济社会调查队、区委党史办联合举办。

据了解，此次活动期间推出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阅读和读书体验环
节，包括家庭阅读书单推荐、阅读分享、年
度阅读任务打卡、阅读年票发布、阅读统计
数据发布、图书捐赠、触摸图书制作、“万般
诗意，皆从诗来”诗词拼贴以及家庭亲子沉
浸式阅读《千里江山图》等。

作为每年世界读书日家庭阅读活动开
展的重头戏，“书香·家·春秋”推荐图书备
受家庭关注。本次活动，西城区妇联为书
香家庭赠送了书香礼包，发布了“书香·家·
春秋”年度阅读任务，开启了新一季阅读打
卡活动，向西城家庭发放了本季推荐的6
本家庭阅读书籍。

作为持续8年举办的“书香·家·春秋”
家庭阅读项目，活动累计推荐漂流图书近
万册，通过举办“最美书香角落”、“读书打
卡”、图书漂流、换书大会、图书捐赠等活
动，3000多个家庭参与其中，数万人共同
阅读，众多家庭因此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

据介绍，西城区妇联以“与书香为伴
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实施家庭亲子阅读行
动，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生动的家庭阅读有机结合，引导广大家庭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河北邯郸：指导家庭开展
有效阅读

4月 21日上午，河北省邯郸市妇联举
办“为爱赋能 润心明智”世界读书日主题
活动。17对亲子家庭、3对“爱心妈妈”志
愿者与留困儿童、部分家教指导志愿者参
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邯郸市朗诵演讲艺术协会
副秘书长刘丹朗读了《诗意中国》，武靖母
女朗读了《走进读书的一天》，来自磁县、丛
台区、复兴区、邯山区的儿童代表分别介绍
了自己最喜欢的书目，还进行了热烈的书
籍知识小竞赛。邯郸市读书协会会长张艳
讲授了亲子阅读的意义和实践方法，指导
家庭开展有效阅读，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
欢迎。

为帮助家长儿童养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习惯，推动亲子阅读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近年来，邯郸市妇联注重将家
教指导服务与世界读书日及传统节日等主
题活动相契合，将红色教育、亲子阅读、安
全防范知识宣讲、传统文化传承等融入家
庭教育指导，不断丰富其内涵，让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与阵地、历史、人力等资源充分结
合，打造本地特色。同时，邯郸市妇联注重
招募在心理咨询、法律知识、家教指导等方

面具有专业资质和实际经验的人员，并依
托市家教协会、新父母培训学校等讲师团
成员，对爱心妈妈志愿者等进行不定期、精
准化培训，持续提升家教指导服务的专业
性和实效性。

吉林长春：“爱心妈妈”相伴
共读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妇联与市委社工
部、市检察院、市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爱
心妈妈结对关爱暨读书相伴共成长”主题
活动，各级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巾帼建
功标兵、巾帼志愿者参加活动。

为了更好地推广工作经验，进一步开展
“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活动，长春市妇联将
“爱心妈妈”代表胡艳萍邀请到活动现场。
长春市朝阳区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来到活动
现场，与大家交流关爱儿童的经验做法。据
悉，多年来，朝阳区妇联创新探索出包括儿
童动态管理全覆盖、爱心妈妈招募全方位、
相伴成长全周期等内容的“三全”工作模式，
帮助儿童解决实际困难和所需所盼，用心用
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活动为“爱心妈妈”代表赠送了《长春
市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指南》以及爱心
行囊。“爱心妈妈”也为孩子们准备了爱心
书包和图书。此外，来自朝阳区北安路小
学的师生还带来读书相伴共成长主题分
享，架起了“爱心妈妈”与儿童结对关爱的
连心桥。会后，“爱心妈妈”们与孩子们开
展了共读一本书活动。

（采写：任然 耿兴敏 周丽婷 李熙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天气逐渐转暖，有村民最近
每晚都看到小耿牵着婆婆，在村
里的游园散步。村民们说，这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

小耿是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
小东吴村的村民，此前和婆婆时
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甚至
影响到夫妻感情。该村妇联主
席、网格员杜兰花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了小耿的婆媳矛盾后，便将
她们列为重点关注家庭并做好走
访工作，同时联合“燕赵巾帼法律
明白人”等力量，从道德伦理、家
庭家风家教等情理法多方面展开
调解。最终，小耿与婆婆的矛盾
解决了，一家人言归于好。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妇联
人的身影。近两年，邢台市任泽
区在“强基增效”行动中，积极探
索网格妇联建设，建立“妇联执
委＋”组织架构工作模式，依托妇
女之家、妇女微家构建多层次“微
网格”，发动公益岗、老党员、巾帼
志愿者等力量积极参与，夯实组
织服务“根系”，打通基层妇联组
织服务妇女群众“最后一公里”。

邢台市任泽区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鲍瑶玲介绍，为了让妇女
儿童权益保障问题化解在基层，
任泽区妇联充分发挥“联”字效
应，依托区委政法委网格体系，将
205名妇联婚调员和216名“燕
赵巾帼法律明白人”有效嵌入，深
化运用“法律+心理+家庭教育”
模式，网格员定期了解民情妇情，
及时跟进服务，形成信息早掌握、
问题早介入、矛盾早化解的联动
处置模式，实现了人员力量下沉
到网格、关爱服务扎根在网格、矛
盾纠纷化解在网格。

在一线开展妇联工作的西固
城镇妇联主席周建霞说：“自从构
建起多层次的‘微网格’，我们还
组织网格长在村里开展垃圾分类
培训、美丽庭院创建指导、和合家
庭推选等活动，助力和美乡村建
设。”

每天早上7点，9岁的杨洋都
会把厨房的菜叶、果皮放到门口
的分类垃圾桶，等着保洁员回收
垃圾。说起可回收垃圾、厨余垃
圾、有毒有害垃圾……杨洋头头
是道。原来，杨洋的奶奶每周都
会带她去参加网格员在村里开展
的垃圾分类培训小课堂，小杨洋
把课上的内容都记到了心里，成了垃圾分类小能手。

任泽区把“微网格”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基础
性底座工程，着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如
今，随着“微网格”工作的不断推进，“有事就找网格员”
的观念深入人心。

鲍瑶玲说，为切实发挥“微网格”作用，加强网格员
选用管理，任泽区积极探索“一格、一员、一群、一清单”
模式，制作网格员问题销号清单，细化职责任务，充分
调动网格员工作的积极性，让网格员成为基层治理的
灵敏“触角”。

据悉，自“微网格”工作模式运行以来，任泽区已通
过“微网格”采集信息87条，排查隐患20处，收集需求
32个，开展志愿关爱服务67次，化解矛盾15起，让广
大妇女儿童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袁鹏 发自兰州
“这笔资金救助或许不足以完全解决一些家庭
遇到的困难，但活动本身所传递的关心、关注、
关爱，这个意义可能更重要。”目前，参加“家家
幸福一元捐”公益项目培训的天水市妇联副主
席汪萍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据悉，此次培训是甘肃省妇联围绕甘肃省
委关于“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的部署
要求，深化“家家幸福一元捐”项目运行而专门
开展的一项活动。

2023年 5月，由甘肃省妇联发起，通过甘
肃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家家幸福一元
捐”公益项目正式上线，旨在救助全省孤残儿
童、困境妇女和困难家庭。活动启动后，全省
各级妇联组织通过工作群、朋友圈、张贴海报
等方式持续发布募捐信息，利用集市、广播、宣
传栏、入户走访等形式持续开展项目宣传，推
进募捐热度。

活动中，各级妇联一方面不断加大对企业、
家庭、爱心人士、各级妇联团体会员、女性社会
组织等社会资源的动员力度，带动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各级妇联组织积极拓
宽思路、创新方法，通过点对点联系党政部门、
乡镇街道、社区村委会，积极组织广大干部职
工加入爱心捐款行列，发动各级妇联执委、团
体会员、巾帼志愿者及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
等先进典型代表积极组建募捐团队，通过及时
总结好经验、好做法，激发了全社会参与公益
事业的热情。

据介绍，募捐活动完成后，甘肃省妇联会按
照“谁募集谁使用”的原则分配善款。各基层妇
联通过与民政等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全面掌握
困境人群基本情况，并在具体救助中本着“公
平、公开、公正”原则，实行公示制度，推进项目
透明化，确保救助对象精准无误。

“在我感到无助的时候，妇联的同志为我

送来了救助金，这份关爱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感谢妇联组织关心和帮助我们！”一位受助妇
女说。

记者从甘肃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获悉，
甘肃省“家家幸福一元捐”公益项目启动以来，
参与捐款的人数达90余万人，线上线下共募集
善款785.07万元。目前已经全面完成相关救助
工作，共计救助孤残儿童 2860 人，困境妇女
3079人，困难家庭2930户，累计救助8869人，
为广大困境妇女儿童及家庭提供了及时有效的
帮助，缓解了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

“我们将通过总结、宣传这个项目的好经
验、好做法，大力发掘宣传各行业、系统‘一元
捐’募捐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通过全社会宣
传推广，汇聚更多公益力量投身‘一元捐’爱
心公益中，关注困难群体，传递人间大爱，传
递爱、收获爱、成为爱。”甘肃省妇联副主席韩
冰表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4月的一个周末，山东省邹城市郭里镇高庄
村留守儿童小文慧趴在“爱心妈妈”李梅的怀
里，等着李梅给她扎辫子，嘴里还甜甜地喊着

“李妈妈”……小文慧的奶奶对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说：“算上今年，她帮助孩子已有7年，每
个月都来家里看孩子。”

李梅是泰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的一
名员工，7年前通过邹城市妇联爱心妈妈招募
活动变身“爱心妈妈”，留守儿童小文慧成了她
的“女儿”。有了“爱心妈妈”的关爱，原本性格
有些孤僻的小文慧逐渐走出阴影，变得越来越
阳光自信。

千年古县邹城是孟子故里，也是孟母教子
故事的发源地。邹城市妇联把孟子“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的思想和孟母教子文化融于“爱心妈
妈”结对关爱工作中，通过强队伍、建机制、树典

型，打造“幼吾幼”关爱品牌，将温暖送到困境儿
童心中。

“今年是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活动的
第12个年头。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说是‘爱
心妈妈’，其实里面也有爱心爸爸、爷爷、奶
奶。”邹城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卢晓告诉
记者。

立足于“长情”关爱原则，邹城市妇联在做
好宣传招募的基础上，围绕生活扶助、学习帮
助、精神关爱、心理疏导、法律普及、安全保护等
内容，组织设立小橘灯、图书漂流、温暖衣+1℃、
圆梦书桌、美邹益课等关爱项目，吸引更多“爱
心妈妈”加入关爱队伍中。历经12年，“爱心妈
妈”队伍从当初的15人增加到现在的810人，通
过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等形式，结对关爱困境
儿童留守儿童4000余人次。

“当‘爱心妈妈’使我对这个身份有了更深
的理解。短暂的一份关爱、一份守护，照亮温暖

的很可能就是孩子一生。”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妇委会主任李婷说起自己5年的关爱过程，颇为
感慨。

“孩子们的家庭情况不一，如何从模板式关
爱到‘因人而异’关爱，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邹城市妇联主席岳圆向记者介绍。

为此，邹城市妇联借助全市儿童数据平
台，认真做好摸底调研工作，对困境留守儿童
的实际生活情况、健康状况、精神面貌、特殊
需求等内容进行数据统计，精准定位和准确
分析孩子们的关爱需求，实现结对信息精准
匹配。同时，建立“爱心妈妈”“六个一”关爱
机制。

儿童的健康成长涉及方方面面，邹城市妇
联围绕心理沟通、家庭教育、法律知识等方面，
先后通过专题培训、座谈交流、咨询服务等多种
形式开展“爱心妈妈”赋能培训24场，帮助“爱
心妈妈”提升关爱水平。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刘旭 发自南昌 小
手牵大手，爱心润童心。4月20日，江西省妇联
与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高院、省检察院、省教育
厅等九部门联合举办全省“爱心妈妈 心手相
牵”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推进会
暨“书香飘万家”家庭阅读活动。

活动现场，江西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钱昀
等为“爱心妈妈”和留守儿童代表分别赠送了

“家庭关爱包”。江西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吴晓晖介绍了从构建联合联动的儿童守护机

制、精准关爱的队伍建设机制、尊重平等的关爱
帮扶机制、共建共享的服务平台机制四个方面
推进“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的工作思路。

帮助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解决问题和困
难，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是持续深化“爱心妈妈”
结对关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江西
各地各部门持续招募“爱心妈妈”。据悉，今年
以来，全省各级志愿者与5.36万户留守儿童家
庭成功结对，4万名“爱心妈妈”结对4.2万名留
守儿童。在党委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下，留守和困境儿童的成长环境得到充分改
善。但部分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孤
残儿童在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仍存在困难，
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关爱。

“伸出双手拥抱孩子，用心倾听，用情沟通，
用爱陪伴，在温暖关爱中抚慰孩子心灵，拂去成
长烦恼……”现场，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爱心妈
妈”代表向全社会发出结对关爱帮扶倡议，号召
全社会汇聚巾帼力量，持续壮大关爱队伍，守护
儿童成长。

江西举行“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推进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王诗悦 发自乌
兰浩特 为拓宽女性人才培养路径、链接高校服务妇
女儿童资源载体，近日，内蒙古兴安盟妇联、兴安职
业技术学院共同签署政校合作框架协议，在兴安职
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了兴安女子学院，标志着兴安
盟“妇联+高校”工作模式正式确立，开启了政校合作

“智力赋能妇女发展”的探索之旅。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了解到，兴安女子学院也是内蒙古首个高校
女子学院。

兴安盟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荣华表示，女教职工
和女大学生相对集中的高校既是妇联组织服务的目标
群体，也是妇联组织开展妇女工作的“智囊团”。深入
高校打造妇联阵地，建立体系化、规模性、互嵌式服务
妇女儿童工作机制，是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建设的具体
举措，也是不断引领服务联系高知女性的有益探索。
希望本次政校合作能够打造女性人才培育、家庭教育
指导、维权调解服务、职业技能培训、重点课题研究的
平台“集散地”，促成“妇联+高校”工作模式真正成为
惠及妇女儿童的资源“集聚地”。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高爱军告诉
记者：“政校资源平台的互动共享，使高校和妇女发展
实现双向奔赴，我们要发挥高校专业优势，聚焦妇联需
求和妇女实际，组织专业队伍，深耕妇女发展课题研
究、女性技能提升行动、党建联建共建活动，助力兴安
盟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下一步，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坚持实
际、实用、实效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做好高
校妇联组织覆盖、妇女培训体系建设、家庭教育研究指
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让高校人才培
育和妇女工作发展更加互融，更可持续。

（上接1版）
4月21日晚8时，洪峰过境前夜，位

于潖江蓄滞洪区内的清远市清城区源潭
镇金星村委会灯火通明，村党总支书记
马汉常与妇联执委、专职网格员朱海媚
等人挨个敲门入户，通知堤围内的村民
做好撤离前的准备工作。

妇女儿童特别是重点家庭重点人群
的生命安全牵动人心。在清远连州龙坪
镇，连日来，“两支队伍”共重点走访留守
妇女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352户，
面对面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知识及自救
方法1250人，切实提高群众安全隐患意
识及自我保护能力。

清远英德市的绝大部分乡镇受灾严
重，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迫在眉睫。汛情
就是命令！全市各级妇联组织在各级党
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救灾行动
中。她们走家串户宣传防汛知识，关怀
重点人群，协助转移受灾群众，巡查河
堤，后勤保障……随处可见妇女的身
影。据了解，英德市女企业家协会已在
内部发起募捐，筹集3万余元救灾物资
捐赠到受灾严重的乡镇。

目前，救灾工作仍在进行，清远市
广大妇女干部、妇联工作人员、妇联执
委和巾帼志愿者仍奋战在防汛救灾第
一线。

巾帼志愿行动温暖人心
在这次汛情中，一支支巾帼志愿队

伍活跃在救灾第一线，用实际行动温暖
人心。

4月19日下午，韶关乳城的镇村妇
联干部收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从
19日晚到20日凌晨3点多，由20多名
妇女干部组成的巾帼志愿者队伍积极参
与到镇、村的抢险救援工作中，配合将沙
石装袋并搬运到防洪点，成为救灾工作
的重要力量。

20日上午7点，休息不到4个小时
的志愿者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各村（社
区）受灾点，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和后勤保
障，将180多名重点妇女儿童、独居老人
以及受灾群众，按分片转移到了云峰社
区、松峰社区、共和村委的党群服务中心
以及县城4间酒店安置，并为群众发放
食物和换洗衣物。

在云峰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巾帼
志愿者们及时向群众介绍汛情，稳定群
众情绪，并对孩子们进行了心理疏导。
有受灾的妇女群众说，本来心里慌慌的，
但一看到镇里的巾帼志愿者，心就定
了。“看到她们不眠不休地奋战在抗洪一
线，我们非常心疼。我们也希望能加入
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照顾好安置
点的老人和小孩，与大家同心协力，共渡
难关。”

据不完全统计，韶关市各级妇联共
发动近万名巾帼志愿者深入一线开展强
对流天气防御、汛期抢险、危险地区村民
转移、山体滑坡处以及山塘安全隐患排
查、重点人群和困难群众走访关爱服务
等工作，累计救助群众超万人，投入救援
物资超47万元。

风雨中，南粤巾帼
奋战防汛救灾第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