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林志文

近日，在广东省云浮
市，伴随着主播热情洋溢
的开场白，主题为“金凤
展翅‘职’引未来”的
2024年云浮市女性人才
专场招聘会在线上线下
同步举行。招聘会以“直
播带岗+现场互动+线下
咨询”形式进行，主要面
对女大学生、育儿妇女群
体，并邀请 20 家云浮知
名企业，带来超千个优质
岗位，覆盖行政、销售、家
政人员等多个工种。云
浮市妇联表示，希望通过
招聘活动能够为求职者
搭建起更加便捷的就业
桥梁，通过线上线下齐发
力助力女大学生高质量
创业就业。

为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广东省妇联携手省女企业
家协会于今年4月至7月
开展了“金凤展翅”广东省
女大学生创业就业服务活
动。活动通过政府扶持政
策的精准落地，为女大学
生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
业指导、树立榜样典型，激
励更多女大学生勇敢追
梦，帮助她们实现更加充
分的更高质量就业。

畅通女大学生
求职渠道

“金凤展翅”活动开展以来，广东省妇
联联合省女企业家协会在南方网不定期发
布适应女大学生就业的岗位，为女大学生
提供求职服务。

与此同时，各地妇联与女企业家协会
紧密合作，依托各自资源优势，联合知名
企业、行业协会及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共
同举办线上直播带岗、线下招聘会等活
动，搭建就业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
求和女大学生求职意向，实现供需双方的
有效匹配。

广州市妇联在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举办“金凤展翅 巾帼护航”广州市女大
学生创业就业服务活动，提供了4560个
专业对口岗位，2000余名学生参会，现场
达成录用意向超700个。湛江市妇联在
举办“金凤展翅”招聘活动中，联合湛江市
广播电视台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
动，介绍企业招聘的岗位和应聘条件，直
播间浏览量达数千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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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秋多吉（中）和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在一起。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的大学毕业生仓秋多吉联合6人创业，于2021年创办了安多托尕尔仓游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打通了民族手

工艺产品、土特产销售平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创业团队逐步扩大，带动了当地农牧民产业兴旺。仓秋多吉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达人”。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雪域高原上的雪域高原上的““网红网红””助农团队助农团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早上7点，60岁的李云丽和往常一样，带
上简易的网兜，登上木船、划动木浆，开始一
天的打捞。

李云丽是云南昆明活跃在滇池边的一支
“巾帼打捞队”的队长，这支打捞队的成员都
是当地的妇女。她们每天驾驶船只打捞滇池
及周边入湖河道、湿地的垃圾、杂草、枯枝落
叶等，已经坚持了30多年。

李云丽从小在滇池边长大，祖祖辈辈一
直靠打鱼为生。多年前，不断累积的污染让
这颗“高原明珠”黯然失色，也让李云丽在内
的渔民无鱼可捕，看到曾经清澈的湖水在蓝
藻暴发后好似“绿油漆”般，散发着臭气，李云
丽感到既心痛又惋惜。

1988年，放下渔具的李云丽将渔船改为
打捞船，带领村中几名妇女开始在滇池上义

务打捞，用实际行动保护滇池，开始了一场守
卫家园的“战争”。

在李云丽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加
入这支队伍中，用实际行动保护滇池，在滇池
污染最严重的20世纪90年代，打捞队的志愿
者达到近300人。

“对我们来说，最苦最难的是‘撑船’。早
年遇到风大的时候，根本划不动船。”李云丽告
诉记者说，碰到顺风顺水还行，若是逆水上行，
或者气温升高水草疯长时，划船那叫一个难。

1994年，当地政府知晓“巾帼打捞队”的
事迹后，向打捞队的队员发放每天6元钱的补
贴，2011年变为每天18元。

30余年来，打捞队的队员换了一批又一
批，也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守护滇池的行动中。

杨兰芝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当时38
岁的她辞掉了在工地上的工作，回到滇池边，从
婆婆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打捞队的一员。

“婆婆从来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她
和周围的许多长辈保护滇池的身体力行，让
我们这一辈人深受感染。”杨兰芝说。

随着滇池治理不断深入，滇池水质持续
好转，打捞队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平常主要清
理一些枯枝落叶、死亡水草等。现在，“巾帼
打捞队”的队员有30多人，全部加入了当地
环卫公司，每个月有将近2000元的工资。

30多年过去了，“巾帼打捞队”的队员们
数不清编了多少打捞网，也记不得用破了多
少只船。如今，滇池这颗“高原明珠”正逐渐
恢复原有的光彩，2018年起，滇池已连续6年
全湖保持Ⅳ类水质。

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李云丽并不
想休息，“滇池是我们的母亲湖，养育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昆明人，我想为守护一池碧水多
出一份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天蓝、地绿、
水清的绿色家园。”李云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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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报在现场现场
一场浸润心灵的“文化陪伴”

移风易俗，引领婚嫁文明新风尚
——专家热议“家国同庆·见证幸福”万人集体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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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工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集贤纳福，共缔良缘；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全国妇联日前宣布将联合中央有
关部门于9月在北京主会场、各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个分会场同步举行

“家国同庆·见证幸福”2024年全国万人集
体婚礼。获悉该消息后，多位专家在接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举办
万人集体婚礼规模大、亮点多、令人充满期
待，是妇联组织立足自身职能优势、推进移
风易俗的一次探索创新，必将有助于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对于推进婚俗改革、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
定、倡树文明新风将发挥积极作用。

“党中央高度重视移风易俗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就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
出，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
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而这场
集体婚礼正是全国妇联贯彻落实总书记要
求的一项具体举措，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化婚俗改革的生动实践，是
以妇联所能满足群众所需的一项接地气的
活动。”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
室副研究员马冬玲表示。

马冬玲表示，妇联组织立足引领、服
务、联系职能，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组织动
员众多新人参加集体婚礼，成为其影响力
行动力之强的生动体现。各级妇联还通过
贴心的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向上的婚恋
观、家庭观，引导广大群众做婚俗改革的参
与者，“这样的移风易俗实践活动贴近群
众、深入人心，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了鲜活
样板。”

婚礼，蕴含着人们对未来婚姻生活的
美好希冀。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存在的
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铺张浪费等现象，让

传递幸福的婚礼“变了味”。
报名参加此次集体婚礼的新人将共同

许下“相守一生、白头偕老”的幸福承诺，发
出反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的倡议。对此，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
发展研究所教授靳小怡认为，这树立了鲜
明的社会导向，对于高额彩礼现象将形成
有力的冲击，有助于引导公众审视和反思
婚俗中的不良风气。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彩礼聘金。”
靳小怡说，举办集体婚礼摒弃大操大办陈
规陋习，回归到婚礼本质，强调爱情、亲情
的表达，反对攀比之风，让婚姻始于爱，让
彩礼归于礼，“将点燃青年对美好婚姻的向
往，有助树立‘提升个人能力’‘家业自己
创’的奋斗观，让年轻人不再‘谈婚色变’。”

婚礼当天，全国 5000 对 1万名新人
（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将以中式仪式
举办集体婚礼。“移风易俗也不是简单地删
繁就简，不攀比少花钱、重仪式有意义、讲
方法会引导，才能真正得到群众认可。”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教
授宋月萍认为，此次万人集体婚礼将优秀
传统婚俗文化的精髓与现代婚俗礼仪相结

合，采用新时代中式婚礼仪式，既展现传统
婚俗魅力，又传播了文明婚庆的理念，简约
而不简单。

“集体婚礼的公益性质以及婚事新办
简办的倡议，将为全社会树立一个积极的
示范。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场婚礼，更是
一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潜移默
化引导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
结婚新风尚氛围。”宋月萍说，婚礼回归核
心意义，坚持树立新风与尊重传统并举，用
新中式婚礼弘扬新风貌，顺应时代变迁、立
足实际情况，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
好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万人集体婚礼将在国庆前夕举办。婚礼以

“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为主题，寓意万千家
庭共庆祖国华诞，祖国见证每一个家庭幸
福时刻。“全国妇联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万人
集体婚礼选择在家国同庆的喜庆日子里举
办，以文明新风见证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
更加深刻的意义，将引领广大家庭厚植家
国情怀，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
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宋月萍表示。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 谢希瑶）记者25日从商
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明确各地自主确定补贴“8+N”
类家电品种，每件最高补贴2000元。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使用中央与地方资金，对个人消
费者购买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
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烟机8类家电产品给予
以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对购
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

价格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
贴不超过2000元。

通知提出，各地自主确定上述8类家电的具体品种。
鼓励地方结合当地居民消费习惯、消费市场实际情况、产
业特点等，对其他家电品种予以补贴并明确相关补贴标
准。

根据通知，各地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政策答疑，并
开通投诉举报监督渠道，依托本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等建立咨询服务专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社会组织中女性从业人员占比较
高，江苏苏州全市持证社工人数超2.6
万人，其中女性超过七成，在社工机构
中的女性比例接近九成。苏州全市各
级妇联组织直接联系服务专业女性社
会组织有1278个。在社会组织中推
进妇联组织建设全覆盖，是“三新”领
域妇联组织建设全覆盖的重点领域、
重要方面。近年来，苏州市妇联不断
探索在社会组织中推进妇联组织建设
全覆盖的工作路径，让联系服务“连点
成面”。

发挥优势引领建
苏州市妇联主席沈丹介绍，要发

挥各级妇联在培育指导女性社会组织
方面的工作优势，引领与妇联组织联
系紧密的女性社会组织率先单独建立
妇联。

目前，苏州市已在工业园区与新
社会创新发展中心、张家港市家庭服
务业协会、常熟市和阿姨幸福家庭服
务中心等151个社会组织中单独建立
了妇联，并涌现出一批全国、江苏省、
苏州市“三八”红旗集体、苏州市十佳
巾帼维权团队等妇联系统先进组织。
比如，常熟市蜗牛宝贝儿童发展服务
中心，这是苏州市第一家针对孤独症
儿童的社会服务机构，现有工作人员
65名，均为女性。2019年1月成立妇
联以来，先后建立起妇女微家及“三
八”红旗手工作室，妇联主席赵苗苗先
后获得江苏省巾帼建功标兵、苏州市
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常熟市
蜗牛宝贝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累计承接
省、市妇联等微创投项目22个，共撬
动资金103万元，为特需儿童及家庭
提供服务。

行业覆盖全面建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在

市级层面，市妇联争取市民政局、市社
会组织党委支持，在“党建带妇建”引领
下，成立苏州市社会组织妇联，实现市
级层面的全覆盖，进一步加强对全市社
会组织妇女群体的引领服务联系。苏州市社会组织妇联成立
以来，依托“吴地芬芳”苏州巾帼公益联盟，开展了联系服务、
培育增能、资源链接、交流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受到好评。

在县市区层面，苏州市妇联积极指导、推进县市级妇联
争取行业主管部门支持，建立县市级层面的社会组织行业
妇联，实现对区域内的社会组织妇联建设全覆盖。目前已
建成县市区级社会组织行业妇联6个。 （下转2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近日，在山东省邹城市“爱心妈妈驿站”——邹城市博
物馆门前，臧永芝正带领着21名“爱心妈妈”等待着结对孩
子们的到来……

随着一声清脆的大巴车喇叭声传来，21名儿童如同一
群快乐的小鸟，从大巴车上“飞”了下来，“爱心妈妈”们充满
爱意地拉着结对孩子的小手，一起走进了博物馆。

全国三八红旗手臧永芝，不仅仅是山东省绿鑫春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城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更是
一名“爱心妈妈”。“臧妈妈，这个杯子的形状好奇怪呀。”城
前镇大岔河村8岁儿童堂堂（化名）好奇地问臧永芝。“堂堂
观察得真仔细，给你赞一个。”臧永芝给孩子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杯子的名字叫镂空高炳黑陶杯，杯子特别薄，厚度如
蛋壳一般，所以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蛋壳杯’。”

展厅里，“爱心妈妈”们带着孩子们听讲解、穿汉服、写
孟子名言、讲孟母教子小故事、看古韵编钟展演，体验投壶、
雕版印刷等游戏，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邹鲁文化的深厚和
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了解，邹城市妇联依托孟府孟庙、图书馆、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场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了“爱
心妈妈驿站”23处。邹城市妇联主席岳圆介绍，为帮助少
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安全、幸福成长的假期，立足集体陪伴
工作目标，市妇联以部门（组织）为单位共招募“爱心妈妈”
队伍53支，774名“爱心妈妈”结对554名困境儿童。同时，
联合12家市直部门组建起流动“爱心妈妈驿站”联盟，将亲
子阅读、科普益智、劳动体验、身心健康等6大主题42类优
质的课程活动资源送到孩子们身边，助力“爱心妈妈”集中
陪伴。

“这不仅是一次爱的陪伴，更是一次为孩子们撒播优秀
传统文化种子、增强文化自信的‘陪伴’。非常感谢‘娘家
人’链接资源打造‘爱心妈妈驿站’，为我们开展集体关爱、
为孩子们过一个快乐的暑假提供了平台。”臧永芝感慨道。

30多年守护，让“高原明珠”光彩重现
滇池上的“巾帼打捞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