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广东省建设各级“美丽庭院”16万户、“美丽庭院”村3127
个。接下来，广东省妇联将开展“花开南粤 美在庭院”提质扩容系列
行动，以共建“美丽庭院”重点村为抓手，带动“美丽庭院”建设工作聚
点连线成面，通过一个个紧密契合妇女儿童实际的小切口，做好“美
丽”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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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妇联系统“建设美丽庭院 助力百千万工程”交流活动举行

16万户“美丽庭院”点“靓”南粤乡村

社区有了“共享巾帼巧手”缝纫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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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内蒙古
乌海市乌达区五虎山街道育红社区采访时了
解到，上个月，社区党委通过前期调研，发现
很多居民对家中的衣服、被褥等有缝补的需
求，便招募了12名具有一定缝纫技能和热爱
缝纫技艺的居民，组建了“共享巾帼巧手”缝
纫铺。

一大早，缝纫小铺前便聚集了不少居

民。“改好了，这次肯定合身。”居民李大姐笑
嘻嘻地从志愿者王荣兰手中接过改短后的
上衣。

“这是今天送过来的第三件衣服。我们针
对残疾人、低保户、老年人、辖区企业困难职
工，提供无偿改制服务，对其他居民尽量做到
价格亲民。我们12个人会这手艺，就想为辖
区居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王荣兰说。

“有的衣裤虽然旧了，但面料还挺好，舍
不得扔掉，来这里可改成漂亮的抱枕、坐垫，

废物利用。”居民王大姐告诉记者。
一针一线总是情，一点一滴见初心。育

红社区书记李红莉表示，“共享巾帼巧手”缝
纫小铺的打造，是社区便民服务的一条“新路
子”，也是社区做实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辖
区最大的优势就是企事业单位多，商铺多，社
区将社企共建资源聚集到缝纫小铺，企业员
工定制四件套、抱枕等床品订单均在缝纫小
铺完成，订单的收益用来回馈辖区困难居民
以及社区一些基础设施的完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志文

广东省妇联系统“建设美丽庭院 助
力百千万工程”交流活动7月23—24日
在东莞举行。会上宣布了2024年 1000
户省级“美丽庭院”、50户典型户和38个

“美丽庭院”村（授牌）的认定结果并授
牌，宣布新开发的“美丽庭院”小课堂正
式上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广东建设“美丽庭院”工作取得扎实成
效，目前全省带动建设各级“美丽庭院”16
万户、“美丽庭院”村3127个。省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张丽表示，创建“美丽庭院”是广
泛团结组织妇女姐妹投身“百千万工程”的
广阔舞台，是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百千万
工程”的务实之策，接下来广东要乘势而
上，开创全省城乡“美丽庭院”建设扩面提
质升级的生动局面。

探寻“美丽庭院”建设工作
的“东莞经验”

7月23日，与会人员现场走访了东莞
市万江街道拔蛟窝社区、石碣镇水南村、寮
步镇横坑社区的“美丽庭院”，探寻其建设
工作的“东莞经验”。

万江街道拔蛟窝社区通过“支部引
领+党员示范+巾帼推动+群众响应”的
模式，整合旧村改造资源，打造美丽巷

道、四小园等公共区域，改善社区人居环
境，培育“美丽庭院”典型户30户，建成

“美丽庭院”精品路线。联合万江女企协
资源，创建“妇字号”创业基地，打造“青
汇里”巾帼创富一条街，解决妇女家门口
灵活就业问题。

石碣镇水南村以 40户“美丽庭院”
为轴心，以弘扬袁崇焕精神为核心，通过
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环境提升，盘
活利用农村闲置、老旧住宅20余间，集
中打造网红打卡点，吸引15户村民“回
流”建房，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激活
乡村“大发展”。

寮步镇横坑社区通过“党员干部先行、
妇联干部带头”的工作方式，抓典型做示
范，升级打造“花卉超市”2.0版，巧用积分
兑换方式，共培育“美丽庭院”60户。积极
推动“庭院经济”创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
合，打造“庭院餐饮”“庭院工作室”等庭院
经济典型21个，依托横丽湖两岸灯光夜景
催生“夜经济”。

深耕一方庭院，巧绘万家“院”景。“美
丽庭院”建设工作的“东莞经验”得到与会
者的肯定。东莞市妇联主席黄伟青表示，
将依托已建成的典型村、典型户，聚力打造
一批“美丽庭院”连片建设示范带；继续升
级完善“花卉超市”做法，在全市大力复制
推广并持续创新。

“美丽庭院”创建行动取得
扎实成效

24日，珠海、韶关、江门等10个地市
妇联和两个县级妇联在会上作了经验交
流，分享如何从“家家美”到“村村美”，如何
以“美丽庭院”“小切口”书写乡村振兴“大
文章”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22年6月，
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广东省

“美丽庭院”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用三年时
间，深入开展广东“美丽庭院”建设行动。
2023年，“美丽庭院”建设纳入广东“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重点指标。

在相关部门支持下，各级妇联上下联
动，从实践中不断拓展丰富“美丽庭院”建
设的内涵。如珠海在全市打造了534家

“创美庭院”示范户，形成“一人带一户，一
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的全面创建效果。
江门市鼓励和引导村民依托“美丽庭院”，
结合实际发展民宿、农家乐、手工艺等庭院
经济。惠州市龙门县打好“引领”牌，实施

“1+5+X执委引领行动”，全县2247户妇
联“执委户”及136户省级、市级、县级示范
户挂牌亮身份，每位执委指导带动5户积
极户，5户积极户再联系、发动、帮助X户
建设“美丽庭院”。

今年上半年，各地市妇联加强与当地
相关单位配合，通过印发实施方案、举办推
进会等方式，把“美丽庭院”纳入当地“百千
万”重点工作部署推进，共筹集资金3514
万元，有力有序推动了“美丽庭院”建设。
各级妇联开展“同植幸福树 共建绿美家”
植树活动7345场次，在“四旁”“五边”种植
巾帼林等各类主题林2919个；带动建设各
级“美丽庭院”16 万户、“美丽庭院”村
3127个。

据了解，广东省妇联接下来将开展“花
开南粤 美在庭院”提质扩容系列行动，以
共建“美丽庭院”重点村为抓手，带动“美丽
庭院”建设工作聚点连线成面，通过一个个
紧密契合妇女儿童实际的小切口，做好“美
丽”大文章。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袁鹏
□ 张嫣

“婚姻是甜蜜的，幸福是靠自己奋斗出
来的，拒绝高价彩礼，婚礼要简约适度……”
每逢村里面有婚丧嫁娶，甘肃省张掖市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东牛毛村的“主席红娘”其
其格便上门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在牧民
心中，其其格是值得信任的“知心大姐”，也
是文明新风的宣传员。

“做红娘首先要确保两个人‘登对’，还
要讲究方式方法，话要说到双方家长的心坎
上。谈形势、讲道理，宣讲移风易俗新风尚
和新时代婚恋观，让双方家长明白孩子的幸
福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成就一桩姻缘，其其
格常常要跑四五趟，到双方家里去协调。

像其其格这样的“主席红娘”在张掖还
有很多。为积极回应城乡家庭新期盼新需
求，张掖市妇联一方面加强对新婚家庭的
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引导；另一方面积
极探索、发挥组织网络优势和“联”字优势，
动员组织妇联执委、退职（休）妇联干部、巾
帼志愿者等争做“主席红娘”，目前已初步
培育打造了一批有热情、能担当、善作为的

“主席红娘”队伍。
在近日举办的张掖市推进移风易俗暨

首批“和美乡村·幸福小院”授牌活动中，张
掖市妇联特聘全市首批“主席红娘”14
名。这是张掖市妇联深化移风易俗工作的
现实需要，也是张掖市各级妇联为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的创新之举。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如今，在
张掖各县区，新的风俗越传越广，“零彩礼”、
免礼金盛行，举办宴席的次数和规模不断缩
减，拍照、打卡、婚前辅导、倡议签名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活动也为移风易俗营造了浓厚氛
围，不断推动着群众在知中行、在行中知，以

“躬亲”实践感受文明力量，为爱情“减负”。
“我们将以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为契机，

通过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宣传、‘移
风易俗新风尚’实践、‘幸福连线’青年交友
会、‘婚姻第一课’家庭辅导讲座、‘破旧立
新倡文明’提醒劝说“五个一”志愿服务活
动，持续推动婚俗改革、移风易俗不断深
入。”张掖市妇联主席索晓静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 发自
赤峰 7月22日，全国女科技工作者组织
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内
蒙古自治区妇联、赤峰市政府共同主办，
来自20个省区市女科协和12个行业领域
的女科技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共同探讨
了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发展之路。

在研讨会主题报告环节，北京市首届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李静、浙江
省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章伟芳、陕西
省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刘敏等7位
嘉宾分别做了报告。她们结合各自组织
的实际情况，深入剖析和思考了本级组织
的典型案例和工作经验，为今后女科技工
作者组织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

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妇联成立了杰
出女性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智库。该
智库作为内蒙古科技智库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汇集高层次女性科技专家资源，为
内蒙古科技创新提供管理、咨询、论证、
评审、评价等服务，充分发挥杰出女性人
才在科技创新和决策咨询中的作用。目
前，智库已吸引国内32名女科学家、女
优秀科技工作者加入，用于支持智库女
科学家开展科技活动，组织项目的第一
笔资金150万元已筹募落实到位。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王芳表示，自治区妇联将更好把握智库
发展的正确方向，规范、高效做好智库建
设、管理、服务女科学家各项工作，充分
发挥智库专业化、科学化和学科化的优
势，为内蒙古深化“科技兴蒙”行动、实施
科技“突围”工程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全国女科技工作者组织
创新发展研讨会在赤峰召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建 发自
茌平“妇联组织的成立是我们‘卡嫂’的
一件大事，我将带领新一届执委坚决服
务好‘卡嫂’，把做好妇女工作与推动社
会组织行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近日，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安心志愿服务中心
妇联主席李允荣这样告诉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

茌平区安心志愿服务中心是一家由
卡车司机发起成立的地化社会组织，初
心旨在推动卡车司机自助互助和社会参
与。作为工业强区，茌平区物流行业从
业人员较多，不仅有女司机，还有大批跟
车和留守的“卡嫂”。今年3月，中心妇联
应运而生，推动她们成立妇联组织，切实
把党的关爱、暖心服务送到每个人身边。

为丰富“卡嫂”的日常生活，为其成
长与发展搭建平台，茌平区妇联坚持党
建引领，建立集服务型和功能型于一体
的妇女活动阵地——“卡嫂”赋能型生活
馆。在这里，每半月开展一次集体活动，
或法律咨询或手工制作或厨艺切磋，

“卡嫂”们一起学习、一起交友、一起交
流、一起成长，不断提升群体的精神和
文化面貌。

﹃
主
席
红
娘
﹄
为
移
风
易
俗
加
码

江苏各级妇联积极做好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很自豪参与到困
境儿童的关爱工作中，成为一名‘江海爱心妈
妈’，为结对的初中女生小妍送去了缺失的母
爱，帮她开阔视野、提振信心、奋发向上……”

“今年暑期，我积极报名了‘三下乡’志愿活动，
是税务‘爱心妈妈’的持续关爱，让我从一个焦
虑的女孩变成了一名传递关爱的医学生……”
近日，在江苏省“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现场
推进会上，来自南通检察院的“爱心妈妈”邵婧
和已经成为一名大学生的关爱对象王蕾，讲述
了一场关于爱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江苏五级妇联以“爱心妈妈”结对
关爱为抓手，系统谋划、协同推进、广链资源，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助力孩子们思想有引领、生活有帮助、学习
有帮扶、安全有保障。

尤其是今年以来，江苏省妇联以线上形式
召开全省妇联系统新春第一会，明确将“爱心

妈妈”结对关爱作为各级妇联“一把手”工程；
主动与省民政厅对接，了解掌握留守困境儿童
最新数据和分布情况；联动相关部门，研究出
台《江苏省深化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省妇联机
关也于3月15日在乡村振兴帮促点涟水县陈
师街道举行启动仪式，机关支部“爱心妈妈”与
涟水县“爱心妈妈”志愿者一起，共同结对陈师
街道红旗村8名留守困境儿童并定期开展关
爱活动。各级妇联上下联动，共同发力，截至
目前，江苏省结对留守困境儿童27389名，其
中三类应结尽结儿童14460名；“爱心妈妈”
32548名，其中妇联代表执委13765名。

现场推进会的4个考察点也让记者感受
到“爱心妈妈”对结对孩子的用心用情。连云
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海连社区专门分年龄段
精准摸排0~18岁儿童情况，社区里的留守困
境儿童在“爱心妈妈”帮帮团的结对关爱下健
康成长。在海州区民主路老街“爱心妈妈”研
学点，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承载城市记忆的文

化街区，现场体验了一次“爱心妈妈”关爱留守
困境儿童的研学之旅。在赣榆区墩尚镇岭灶
村，这个留守儿童集聚的全国文明村，作为基
层妇联主席的“爱心妈妈”，因地制宜、链接资
源、精准摸排、就近就便服务关爱留守儿童。
在全国唯一一个以“爱心妈妈”命名的赣榆税
务“爱心妈妈”展厅，集中展示了赣榆税务“爱
心妈妈”二十几年来爱心奉献的感人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妇联目前正在积极
争取省农业农村厅支持，推动将“爱心妈妈”结
对关爱融入乡村振兴工作大局，纳入帮促整体
工作计划。记者注意到，当天的推进会还专门
邀请了该省21个乡村振兴帮促县（市、区）妇
联主席或分管主席到会。“我们的目标是能够
将苏北5市21个帮促县303个挂钩村的“爱心
妈妈”结对工作被帮促队顺利立项，解决相应
工作经费。”江苏省妇联一级巡视员沈梅说。

推进会上，围绕“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
作，南京、苏州、连云港、徐州铜山、泰州泰兴进
行了交流发言。

将“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融入乡村振兴工作大局

山东聊城茌平打造赋能型
生 活 馆 服 务“ 卡 嫂 ”

7月24日，来自中国澳门的少年儿童在攀登黄崖关长城。
当日，2024天津国际少儿艺术节“世界儿童登长城”活动在天津市蓟州区黄崖关长城举行，来自中国、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瑞典

等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少年儿童一同攀登长城，在增进友谊的同时实地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中外少年儿童携手登长城中外少年儿童携手登长城
（上接1版）厦门航空公司组建的“爱心妈妈”队伍多次邀请留
守、困境儿童走进厦门航空培训中心，开展“爱心助力 童享蓝
天”结对关爱活动，帮助孩子们从小种下飞翔蓝天的梦想。

据了解，福建省妇联推动留守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纳入
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省政府重点任务督查事项，联
合省委社会工作部等9部门印发三年行动方案，成立由省妇联
主席任组长，民政、教育等厅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工作专班，
连续召开专题部署会、多部门会商会、调研督导会，党组班子成
员分赴各设区市点对点现场指导，确保结对关爱压茬推进。

为建强一支心怀大爱、类型多元的“爱心妈妈”队伍，福建
省妇联联动全省妇联系统和各级党政机关新媒体矩阵发布招
募令、倡议书，印制爱心结对卡、制作行动指南，省市县妇联干
部全员参与，带动3.55万名妇联执委，1.26万名机关单位干部
和1.79万名巾帼志愿者闻“令”而动，“爱心妈妈”人数三个月内
从3.2万跃升至6.6万，结对关爱全省4.25万名留守困境儿童。

三项机制提升“爱心妈妈”“牵引力”
“‘爱心妈妈’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接

下来，我将通过定期的面对面沟通、心理咨询等方式，与孩子
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关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需
求和困扰，尽己所能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7月11日，“爱心
妈妈”郑颖在福州市妇联举办的“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困
境儿童赋能培训班上分享心得。当天，全市4300余名“爱心
妈妈”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参加赋能培训。

今年4月，厦门市妇联举办“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推进
会，发布“爱心妈妈”结对关爱三年行动，提出结合儿童友好城
市打造工作，进一步推进“三新”领域妇联组织建设和赋能“爱
心妈妈”队伍，妇联组织联合爱心企业、机构、个人等多方力量，
为覆盖全市各社区（村）的“爱心妈妈”队伍，以及以蓝天救援队

“爱心妈妈”队伍为代表的180多支特色“爱心妈妈”队伍搭建
共享互通平台，通过“点单式”服务，精准满足困境儿童的需求。

为推动结对关爱工作更加规范有序、精准有效，福建省妇
联建立健全摸排匹配、动态管理、激励赋能三项机制。全省各
级妇联积极对接民政部门，整合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数据，
及时更新留守困境儿童台账信息，健全留守儿童档案26281
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档案15074份、社会散居孤儿档案
1182份，结合“爱心妈妈”优势意愿精准匹配全员结对；建立

“动态数据每周一报、突发情况随时上报”机制，创新“三必清
三必访”制度，即家庭情况必清、学习情况必清、生活问题必
清，家庭变故必访、生活困难必访、生日节日必访，结合开展

“巾帼进万家·爱心敲敲门”志愿服务、“执委在身边·服务零距
离”履职行动、“春蕾安全员”日常观护，2023年以来，全省累
计开展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务30.65万次；推动“爱心妈妈”
纳入志愿服务管理体系，纳入三八红旗手（集体）、最美执委、
巾帼志愿“四个最美”等评优表彰内容。

社会联动画好“爱心妈妈”“同心圆”
据了解，福建省妇联通过注重“三个结合”，把爱心关爱融

入日常、做在平常、抓在经常。
注重“一对一”日常陪伴与“多对多”集体活动相结合，在

做实结对关爱基础上，组织开展“把爱带回家”“巾帼护航 相
伴成长”“我与留守流动儿童在一起”等主题活动3.6万多场，
引导留守困境儿童在参与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拓宽视野、增
强自信；注重“个性化”重点关爱与“专业化”特色帮扶相结合，
针对存在潜在问题风险的留守困境儿童拓展社会力量开展重
点关爱，涌现出不惧危险挺身救下轻生儿童的蓝天救援队“水
草妈妈”、关爱戒毒康复家庭的司法系统“禁毒妈妈”、保护进
城务工人员留守子女的“村童妈妈”等关爱特殊群体的“爱心
妈妈”；注重“迎进来”被关爱与“走出去”传递爱相结合，发挥
福建省巾帼志愿者人数全国第一的优势，发动“爱心妈妈”带
领结对儿童参与垃圾分类、安全自护等“一月一主题”巾帼志
愿服务，鼓励和引导留守困境儿童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
在角色转变中传递爱心、点燃希望。

播撒爱的种子，传递爱的力量。福建省各级妇联用心用
情用力当好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用双向奔赴
的“爱”和相伴成长的“心”让“留守”变“相守”，助力更多留守
困境儿童生活有帮助、学习有帮扶、安全有保障、思想有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