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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留守困境儿童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河南平顶山746名“爱心妈妈”与750名女童结成帮扶对子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世康
□ 燕亚男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妇联联合市关
工委、市教体局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
光小学进行慰问。当天，来自全市各单位
的32名“爱心妈妈”向32名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张开温暖的双臂，与他们“一对一”
结成帮扶对子。截至目前，平顶山市已有
746名“爱心妈妈”与750名女童结成了帮
扶对子。

“今天我很开心”
下午两点多，湖光小学的活动室内传

出阵阵欢笑声，“爱心妈妈”和孩子们在游
戏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活动现场，来自叶县的依依（化名）一
直抱着“爱心妈妈”席素芝给她买的娃娃，
手里还拿着一张红纸，上边写着“追梦
985、211”。来自河南诚方建筑设备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席素芝耐心地给依依解释着
这几个字的含义，依依坐在她身边静静地
听着。

“我的爸爸妈妈生病了，平时都是奶奶
带着我们。”原来，依依的父母患有脑瘫，无
法照料依依姐妹俩的生活起居，8岁的依
依和妹妹一直都由奶奶带着。

席素芝告诉依依，面对这样的情况，
要更加努力学习、改变现状，这也是她在
红纸上写那几个字的意义。经过短短几
个小时的相处，依依和席素芝从陌生到

熟悉，从熟悉到难舍难分，在短暂的相聚
中建立了信任，培养了感情。离别之际，
依依对席素芝说：“今天我很开心，谢谢
您。”

“我想成为你的妈妈”
“我获得过很多荣誉，也有不少称号和

称呼，但最能触动我心灵深处的称呼是‘爱
心妈妈’。”来自汝州市的陈凝对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说。

日前，陈凝给上大学的“女儿”苗苗（化
名）邮寄了夏季的衣服，并约定等她毕业实
习时，帮她联系实习单位。同时，陈凝还去
看望了苗苗的弟弟。

陈凝跟苗苗在两年前相遇，当时她作
为红色文化讲解员到汝州市米庙镇做志愿
讲解，在得知苗苗的父母已不在，爷爷、奶
奶也相继病逝后，便把姐弟俩的情况反映
给了汝州市妇联。

“自从见到你，知道了你的家庭状况，
我就对你牵肠挂肚。我也是从小就失去了
母亲，深知缺失母爱的孤独痛楚。我想当
你和弟弟的‘爱心妈妈’。”经过短暂接触
后，陈凝给苗苗发了信息。苗苗也高兴地
通过微信对陈凝表达了谢意。

陈凝从2006年第一次接触到脑瘫孤
儿起，便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到医院做“爱心
妈妈”，同时发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8年来，她身边的“爱心妈妈”队伍越来越
庞大。近期，由她发动的爱心帮扶活动，报
名参加的人有32名，更可喜的是，有多名

男士也踊跃报名争当“爱心爸爸”，共同护
佑孩子成长。

合力守护女童成长
为进一步健全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2021年6月，平顶山市妇联
联合市委政法委等相关单位在全市启动

“佑未来护成长”关爱留守、困境儿童专项
行动，印发《平顶山市“佑未来 护成长”专
项活动实施方案》等文件，针对16周岁以
下的女童，特别是因生活困难、家庭监护缺
位或家庭教育缺失的女童，建立完善女童
保护“4+1”（政法妈妈、学业妈妈、妇联主
席、一村一警）工作机制，让孩子“心有人
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

同时，各级妇联组织先后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各类公益讲座860
余场次，受益家长儿童6万余人。此外，还
招募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组建团队，针对
农村和偏远山区女童易遭受不法侵害的问
题，走进31个女童保护授课点以及全市中
小学校，举办女童保护公益讲座260余场
次。

市妇联主席刘军慧说，下一步，他们将
全面落实全国妇联、省妇联“爱心妈妈”结
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三年行动部
署，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
通过三年持续攻坚，健全“队伍招募、精准
结对、培训赋能、宣传展示、支持激励”全链
条工作体系，提升关爱服务质量，优化儿童
成长环境。

心心爱爱 温暖童心妈妈妈妈

为扩大婚姻家庭辅导覆盖面，加强对广大家庭及适龄青年正确婚恋
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山东省邹平市妇联扩大“平姐”说事婚姻家庭
教育辅导队伍，吸纳专业力量，开辟婚姻家庭辅导幸福专线，辅导内容主
要围绕“财产纠纷”“子女教育”等不同领域的家庭矛盾问题，覆盖婚前、
新婚、瓶颈期、冲动期等婚姻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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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宁都探索家庭教育服务新路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李女士您好，我是邹平市婚姻家庭
辅导中心的志愿者，昨天您预约了婚姻家
庭辅导，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近日，在山东省邹平市婚姻家庭辅导中
心，志愿者赵淑华正在为事前预约的深陷
夫妻关系问题困惑的李女士开展婚姻家
庭辅导，耐心传授家庭幸福秘诀。

为扩大婚姻家庭辅导覆盖面，加强对
广大家庭及适龄青年正确婚恋观、生育观、
家庭观的引导，邹平市妇联扩大“平姐”说
事婚姻家庭教育辅导队伍，吸纳金婚夫
妻、律师、网格员、社工等专业力量，开辟
婚姻家庭辅导幸福专线，实施婚姻家庭辅
导“私人订制”。辅导内容主要围绕“婆媳
相处”“财产纠纷”“子女教育”等不同领域
的家庭矛盾问题，覆盖婚前、新婚、瓶颈
期、冲动期等婚姻全阶段。群众可根据需
求进行“点单”，邹平市妇联根据预约及反
映情况，向有调解经验的志愿者“派单”，
打通了服务广大家庭的“最后一公里”。

幸福“微课堂”，让婚恋从
“五官”到“三观”

走进邹平市婚姻登记处，邹平市心理
健康协会妇联招募的志愿者徐喜凤正在

通过游戏、沙盘等方式为预约新人进行婚
前辅导。“婚前辅导问卷很详细，游戏也让
我们看到了更加真实的彼此。在辅导中，
徐老师教会了我们夫妻相处要注意的细
节，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婚姻生活更有信心
了。”一对接受婚前辅导的新婚夫妇向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为倡树婚恋新风尚，邹平市率先在滨
州市成立婚前辅导中心，通过开展问卷调
查、婚姻座谈、游戏沙龙等方式对预约新
婚夫妇开展“常态化”婆媳相处、夫妻关
系、科学教子等“线上+线下”“私人订制”
婚前辅导，4000余对新人通过辅导预防
和减少了婚姻危机的产生。

小小“结业书”，让调解从
“可选”到“必选”

“今天一对结婚仅一年的年轻夫妻吵

吵闹闹地来到了离婚室，在审核资料的过
程中，我们得知两人是由于婆媳育儿差异
争吵不断。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两人
渐渐放下心结，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参与
值班的婚姻家庭辅导中心的志愿者李文
化说。

在婚姻家庭辅导室里，为让婚姻家
庭辅导成为每个预约协议离婚夫妻的

“必修课”，邹平市妇联工作人员和邹平
市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志愿者将婚姻家庭
辅导服务前置，在资料审核的第一步工
作流程中，值班志愿者同民政局工作人
员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对症下药”
为预约当事人进行婚姻辅导，并联合民
政局出具资料审核“结业书”。自2018
年项目实施以来，3000余对预约当事人
通过辅导重归于好，该项目还在山东省

“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

得金奖。

多元“服务圈”，让社会从
“小美满”到“大欢喜”

“妇联与法院联合成立温情调解室，
由善于沟通调解的婚姻辅导师、心理咨询
师、律师等轮流值班，主要提供心理疏导、
法律咨询等工作。去年，温情驿站的志愿
者参与婚姻法庭案件调解86件，调解成
功52件。”邹平市人民法院金融法庭庭长
刘娜在山东广播电台《周末说法》中说道。

除联合法院成立温情驿站之外，邹平
市妇联还通过多部门联动，积极组织广大
巾帼志愿者开展“平姐”说事，对重点人群
和家庭进行走访调研、摸排问题、调处矛
盾，让广大妇女和家庭“足不出户”即可实
现婚姻家庭辅导预约服务，引导其正确树
立婚姻观和家庭观。

“目前，邹平市妇联探索实施的婚姻
辅导‘私人订制’涵盖了婚前辅导、婚姻家
庭关系调适、离婚冷静期辅导等内容，形
成了‘预约引导→咨询告知→辅导服务→
跟踪回访’‘平姐’说事全流程关爱闭环服
务，下一步，我们将吸纳更多家庭教育专
家等作为志愿者为幸福保驾护航，为社会
和谐守望。”邹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夏
冰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朱盈盈

“我学历不高、没啥技能，平时还要照看卧
病在床的父亲，幸好有‘缝纫姐’上门教我做来
料加工活，现在在家每月能赚到1500元，日子
有了盼头。”提到巾帼共富工坊，浙江省金华市
磐安县尚湖镇列聚山村的低保户吴大姐感恩
连连。

为帮助妇女解锁就业增强新路径，充分发
挥金华和义乌的市场、资源、物流、人才等优势，
在全国妇联、浙江省妇联的支持下，全国巾帼助
农创业浙江基地、浙江省巾帼共富工坊服务中
心成功落户义乌。依托这两大平台，金华成立
市巾帼云创联盟、巾帼新农人联盟，选聘近百名
巾帼共富导师，着重构建起省、市、县、乡镇四级
联动女性六大产业人才辐射到村（社）的巾帼共
富服务组织架构，提供思想引领、技能培训、供
需对接、展示展销等服务，助力妇女群众创业就
业增收。

“产品+服务”打造巾帼创业
就业“共富圈”

甘肃西和粉条、陕西柞水木耳、山西大同黄
花菜……在义乌副食品市场三楼，投资3000万
元建成的全国巾帼助农创业浙江基地能找到正
宗的省外农特产品。金华、义乌两级妇联与义
乌市场发展集团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为以7省
52县为主的13873种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提
供市场空间，线上线下累计实现消费助农规模
13.49亿元。2023年赴甘肃省定西市漳县、陇
南市西和县现场对接选品，目前已引进西和县
产品52款、漳县产品15款，采购漳县当归22
吨，金额近400万元，帮助销售超1万吨定西蔬
菜，销售额2536万元。

浙江省巾帼共富工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服务中心”）落地后，共指导服务金华全市新建
提升361个巾帼共富工坊，辐射5865个来料加
工点，2023年全市发放来料加工费18.4亿元，
帮助带动15万人家门口就业。服务中心组建

“巾帼帮帮团”走进山区26县，开展“一县一策”
精准帮扶，通过送技能送政策上门打造巾帼共
富工坊新业态，实现义乌市场来料加工需求资
源与巾帼共富工坊订单资源的链接和共享。

“项目+课程”传授巾帼创业
就业“共富经”

“早上8点多就来了，在老师的手把手教
学中，我能独立完成手提袋加工了。”在山区26
县之一的温州文成“一台平车”孵化基地，40多
岁的村民陈阿姨熟练地整理着刚车线完的袋子。

在服务中心的持续推动下，今年3月，义乌市妇联、东阳市妇
联与文成县妇联“一台平车”文成孵化基地成立，首批60名学员已
顺利上岗，实现人均月增收3500元。

近年来，金华市妇联立足女性优势产业，推出“一根红绳”“一
台平车”等以来料加工为主的五大共富项目，链接资源进工坊，帮
助工坊升级转型。截至目前，服务中心开展“走基层送技能”培训
300多场、专场服务175场次，帮扶有需求女性快速掌握从业技
能，为欠发达地区女性发放来料加工费12.3亿元。

巾帼共富项目的热潮也传到了金华市对口帮扶的四川巴州等
地。服务中心9名导师赴四川丹巴、巴州实地组织培训，帮助建设
4个巾帼共兴工坊、10个共兴服务工作站、3个巾帼直播基地，带动
2400多名妇女就业，牵线落地价值440万元的中国结订单，人均增
收近2000元。

“赛事+展会”拓宽巾帼创业就业“共富路”
在永康市西城街道金钥匙共富工坊里，几名妇女正围坐一桌，

专注地制作香包。“现在制作的是香云纱香包，不同时间节点，我们
还会推出不同的手工艺品。”工坊女管家陈娉说。在共富工坊内的
展台上还陈列着盘扣、编制包、手工胸针、钩织花束等各式各样的
手工艺品。

“订单忙都忙不过来，产品供不应求。”陈娉高兴地说，这都得
益于2023年参加了金华市妇联在义博会期间举办的巾帼共富工
坊成果展暨来料加工对接洽谈会，在展会上认识了许多来自省内
外的同行，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眼界。回来后，就致力于研发新产
品，带领宝妈以及低收入妇女利用空余时间制作手工艺品，实现家
门口增收致富。

每年下半年，义博会都会成为客商的焦点。近年来，金华市妇
联在义博会设立妇联来料加工及特色手工制品展位，邀请全国17
个省72个县（市、区）的160余名来料加工经纪人、创业女性参加，
累计收到各类订单1.79万单，订单额达1.13亿元。

“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各县（市、区）、联动省内各地市及对
口欠发达地区妇联力量，持续为妇女群众提供创业就业平台服
务，打造更多具有金华辨识度、可复制可借鉴的女性创业就业品
牌，帮助更多女性逐梦新时代、成就出彩人生。”金华市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严小俊说。

湖南长沙开展防欺凌
宣 讲 进 校 园 活 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刘旭 发自赣州“这堂课让我认识到，
好的家庭氛围对孩子成长很重要，良好的沟通才能造就和谐家
庭。”近日，江西省宁都县黄石镇黄石村村民温福英聆听了家庭教
育讲座后说。

为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今年以来，宁都县妇联不
断整合资源，通过深入家庭调研，详细掌握居民在家庭教育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制定出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菜单式”精品公益课
程，课程涵盖家风建设、科学育人、亲子沟通、心理健康、青春期家
庭教育等方面，并统一收录到家庭教育课资源池。同时，宁都县妇
联依托“宁姐姐”服务品牌，建立由教师、律师、医生等组成的家庭
教育志愿者小分队，根据群众点单需求，通过一对一家庭教育电话
咨询、发放宣传手册、开展讲座等形式，走进乡村、企业、社区、学
校，为广大家庭提供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引
导家长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不断提升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质
量，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宁都县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小分队共有55人，推出“菜
单式”精品公益课程30个，组织开展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宣
讲20余场，参与人数达2000余人次。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峰 发自梧
州 6月18日，设在广西臻业律师事务所的
梧州市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贴心梧姐”
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成为该市第一个“妇
联+律所”共建“枫桥”式妇女儿童维权新阵
地，以期更好地发挥律师参与妇女议事、家
庭纠纷调处及兼顾家庭教育指导、涉案未
成年人帮教等作用。

梧州市妇联负责人介绍，市妇联通过与
律所共建“两站”，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
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完善预
防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工作机制，有效预防和
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并依托“吾爱梧家”家长学校，积极探索矛盾
排查、纠纷调解、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关爱帮
扶一体化综合维权模式。

“贴心梧姐”志愿者、广西臻业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傅欣说，此次建立妇女维权“堡
垒”，将更好地发挥律师参与妇女议事、家庭
纠纷调处的作用，并兼顾家庭教育指导、涉
案未成年人帮教、心理疏导、法治宣传等功
能，为涉案未成年人及家长提供全方位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关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揭牌仪式后的座谈会中，与会人员纷纷
对市妇联“两站”建设的新举措给予肯定，并
围绕基层妇女儿童维权工作重点难点问题，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源头预防，及时化
解矛盾等，展开进一步讨论，为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建言献策。梧州市政协副主席
李贞梅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机制，
凝聚工作合力，创新工作方法，进一步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妇女儿童提供更多
贴心服务。

广 西 梧 州 打 造“ 妇 联 +
律所”妇女儿童维权新阵地

6月19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侗画馆，侗族农民画作者在创作。
近年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大力发展农民画产业，农民画作者通过手中的画笔描绘美好的生活，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介绍，

三江侗族农民画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描绘侗乡赶圩买卖、庆祝节日、喜迎丰收等场景。目前，全县有农民画作者超过
600人，作品受到越来越多游客、艺术爱好者以及收藏者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侗族农民画侗族农民画 描绘生活美描绘生活美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邵伟/钟丽雯 发
自长沙 为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预
防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近日，湖南省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联合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
所、湘江新区梅溪湖街道云溪湾社区，走进长
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开展以“对校园欺凌说
不”为主题的“童成长·爱心妈妈伴童行”巾帼
科普进校园活动，为七年级650余名师生送
去法治正能量。

活动邀请了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进行法治科普。科普课上律师列举了
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欺凌案例并佐以真实
数据，以案说法，让学生们了解欺凌会造成
的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远离违法犯罪。同时教导学生在面对校
园欺凌时，要保持镇静，可用“善意的谎言”
尽可能拖延时间，争取求救机会。脱身后也
要及时寻求老师、家长甚至是司法机关的保
护，要勇于运用法律武器对校园欺凌说

“不”。
活动结束时，全体师生共同宣誓：“不施

暴、不忍暴，校园文明，从我做起！”反对校园
欺凌的种子深植于孩子们的心中。

据介绍，下一步，湖南省女科技工作者协
会将持续围绕中小学生学科素养、身心健康，
组织广大女科技工作者上讲台、讲科普，擦亮

“童成长·爱心妈妈伴童行”巾帼科普进校园
活动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