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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2024年9月 19 日

深入基层、创新形式、入脑入心

家长“点单”，“家庭教育特派员”送教上门

/中国妇女网 / http://www.cnwomen.com.cn /

福建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广泛覆盖

——内蒙古、上海、浙江、陕西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宣讲活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姚建

在山东烟台栖霞市“爱的传递”爱心妈
妈驿站里，有一面颇为壮观的荣誉墙。墙
上，有用20张从这里走出来的孩子所收到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拼贴成一颗心。其实，
这只是300多份录取通知书中的一小部
分，它们共同见证着孩子们在驿站的成长
成才，也见证着爱心妈妈们的温暖呵护与
无私大爱。

2015年，乡村教师泮爱香成立关爱儿
童之家，并逐渐将其打造为“爱的传递”爱
心妈妈驿站，联手爱心妈妈及爱心人士，为
困境儿童共架爱的桥梁，用心用情守护孩
子们健康茁壮成长。

从孤困无依、一无所知，到考入大学、
踏上社会，孩子们勤学习、知感恩，经常回
到驿站、回到爱心妈妈身边，献爱心、行善
举，让无私大爱在小小驿站无限延绵。

胸怀大爱守护健康成长
走进“爱的传递”爱心妈妈驿站，首先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满墙的照片。照片中，
爱心妈妈和孩子们一同学习、阅读，一起做
家务、过生日，帧帧画面温馨至极。

“这张照片令我感触最为深刻。”顺
着泮爱香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这样一
张照片，身穿红色羽绒服的泮爱香紧紧
搂着怀里同样一身红色的“春蕾女童”王
燕（化名），两人在冬日里就像一笼暖暖
的火苗。

2015年3月，泮爱香下乡走访时发现
了年仅6岁的王燕，孩子的妈妈患有先天
性智障，爸爸意外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全家
人的生活仅靠70岁的独臂奶奶支撑。更
让泮爱香心疼的是，王燕右眼因泪道不通
总被糊住，很难睁开。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一定要把眼睛治
好。”2016年2月到9月，泮爱香和爱心妈
妈带着王燕往返烟台各大医院20多趟，经
过两次手术，孩子的眼睛终于痊愈。

在泮妈妈口中，王燕非常争气，特别懂
得感恩。“今年中考，孩子考了763分，栖霞
市前十名！”她激动地说，“我相信三年后的
高考，她一定会取得理想成绩。”

“爱的传递”爱心妈妈驿站是栖霞市爱
心妈妈结对关爱、集中陪伴提供公益服务
的关爱服务阵地，现有爱心妈妈20余名，
最多可容纳12名孩子同时居住，全托管与
半托管相结合为困境儿童提供生活帮扶和
情感慰藉。 （下转3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谢星宇

开学焦虑、电子产品分离困难、作息
不适应……新学期，孩子的“假期综合
征”让家长们倍感焦虑。日前，在福建省
福州市鼓楼区树兜社区，一场别开生面
的家庭教育服务课给家长们带来了及时
指导和帮助。

“多关注孩子的状态，多跟孩子做一
些情绪疏导。”“要把亲子关系建立好，家
长的引导才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半
个多小时的课程“干货满满”，福建省家庭
教育讲师团讲师潘凌艳以生动的案例和
实用的建议，深入解析孩子情绪背后的需
求，引导家长们如何正确帮助孩子调整心
态，顺利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习模
式”。

潘凌艳从事婚姻家庭与心理健康方
面的教育研究近15年，除了是资深的家
庭教育讲师，如今她还有个新身份——

“家庭教育特派员”。

成员专业化 让优质家庭
教育服务进家庭

据介绍，今年年初，福建省妇联牵头
联动全省各级妇联和相关部门，在全国率
先探索开展向社区（村）选派“家庭教育特
派员”工作，推动解决城乡家庭教育工作
区域发展不平衡、社区（村）家庭教育资源
不足等现实问题。

按照“专业选派+特色选派+就近选
派”原则，各地妇联联动各方遴选出一批
富有家庭教育专业知识和指导经验的人
员组成特派员队伍，采取家长“点单”、社

区（村）“下单”、指导服务中心“派单”、家
庭教育特派员“接单”、县级及以上妇联

“评单”的方式，精准有效地把优质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送进每个家庭。

开学前夕，福建省各地的“家庭教育特
派员”们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帮助家长们应
对“情绪关”。在厦门海沧区北附小社区，

“家庭教育特派员”通过课堂互动与情境体
验，带领家长在沉浸式学习中掌握有效的
亲子沟通方法及问题解决策略；在南平市
顺昌县，“家庭教育特派员”团队送教上门，
为家长和孩子送去“入学适应”专题课程；
在宁德市甘棠镇，以“家庭阅读与语言发

展”专场讲座，教授家长如何激发孩子阅读
兴趣，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

服务多样化 满足家长不同
层次的需求

目前，福建全省已选派超过3万名“家
庭教育特派员”进驻1.3万多个社区（村），
实现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广泛覆盖。

福州市晋安区是福建省最先启动
“家庭教育特派员”选派工作的试点区之
一。这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家庭
教育指导的需求尤为强烈。区家庭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遴选并组建“家庭教育特
派员”队伍，按照每个社区（村）不少于四
名家“庭教育特派员”的配置选派到各社
区（村），由区妇联牵头负责日常选派、调
配、评估等工作。日前，象园小学还邀请
了辖区“家庭教育特派员”进校为家长开
展咨询，校长童家富表示，学校需要更多
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由政府、部
门、社区整合专业师资力量来支援学校，
显得尤为重要。 （下转2版）

□ 新华社记者

进牧区、走村庄、入学校……连日来，内蒙古、上海、浙
江、陕西各地宣讲团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创新宣讲形式、突出
分类分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内蒙古组建由党校及高校教师、百姓宣讲骨干、乌兰牧

骑队员等组成的1400多支“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
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主题，深入农村牧区、街道社
区、企业学校开展宣讲。

9月11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
旗的罕达盖边境派出所气氛热烈，“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
小分队正在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治理体
系的内容展开宣讲。宣讲员白晓静介绍说：“我们成立了
多支宣讲小分队深入基层，通过‘宣讲+文艺’‘宣讲+志愿
服务’等方式，给分散居住在草原深处的广大牧民宣讲，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送到牧民群众身边。”（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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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由于工作的原因，去年年末就领证的路
福庆和张野一直都没有时间办婚礼，今年恰
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正值姥姥和姥爷
金婚，在这个家国同庆的时刻，能参加全国
妇联举办的万人集体婚礼，他们觉得既有意
义又十分幸福。

路福庆和张野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
市泰来县的一对新人。在9月22日，不仅这
对新人要参加万人婚礼，已经风雨同舟51
年的姥姥和姥爷也将成为这个婚礼的主角。

“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的爱情一直都是
我们羡慕和想要成为的样子。”在谈到自己
的爱情观时，路福庆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自己的家庭充盈着爱的温暖，从小他
从姥姥姥爷、父母身上看到的爱情就是平

淡、真诚、相互扶持。如今，自己有了家庭，
有了要和自己相伴一生的妻子，也要把这种
爱情观延续下去。

而对于妻子张野来说，能够找到一个踏
实、肯干、有上进心的丈夫是她此生最大的
幸福，相比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和奢华的婚
礼，她更看重的是两个人心灵的相通以及价
值观的一致。随着婚礼的临近，他们没有其
他新人和家庭那般忙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
对美好爱情的崇敬以及对这一人生重大时
刻的期待。

相互扶持，一路相伴
2018年从警校毕业后，路福庆放弃了考

取警察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同母亲一起投
身绿色有机农业的事业中。在一次朋友聚会
中，他结识了刚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的张野。

第一次见面，路福庆被张野清水出芙蓉
的质朴气质深深吸引，在朋友的鼓励下，他
鼓起勇气向张野表白了心声，不久，二人确
定了关系，成了一对恋人。

作为一名返乡创业者，路福庆日常的工
作十分繁忙，特别是事业刚刚起步时，面临
着诸多的不确定和压力。但无论怎样，张野
始终对路福庆毫无条件地支持，成了他事业
发展最坚强的后盾。

2021年路福庆流转了5000亩土地种
植药材，启动该项目的时候还差100多万元
的资金缺口，为了支持男朋友创业，她不仅
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向亲人朋友借钱
支持路福庆。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张野傻，还没结婚就
替男朋友担负这么多债务，但张野却说，他
是一个踏实肯干、值得信任的人，而我能做
的就是默默地支持。

然而，第一次种植药材缺乏经验，一到
冬季，药材还没来得及采摘就全部冻死在田
间，面对“颗粒无收”的境况，路福庆深受打
击，总是一个人到田里发呆。“没关系，还有
我呢，咱们俩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张野得
知情况后，没有埋怨，而是一直在身旁鼓励
和支持男朋友重整旗鼓。 （下转2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王瑞欣

一片片红辣椒，连着
幸福路，也连着致富路。

从“爱好”发展成“事
业”，梁静的喜悦和希望
从心底而生。“我要坚持
做下去，为好产品赢得好
口碑。”看着眼前丰收的
辣椒，梁静格外笃定。

贵州遵义，一个和红
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城市，革命的伟大转折
地、红色老区是这里传承
的红色血脉，而“遵义红
辣椒”则是遵义立足资源
禀赋，奋力推动经济发展
打响的红色品牌。

“我是村里第一个开
辣椒加工坊的人，也是
第一个办起加工厂的
人。从家庭小作坊到种
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
公司，越干越起劲儿。”
梁静家住遵义市新蒲新
区永乐镇山堡村，从父
辈起种植辣椒成了他们
一家的经济产业，十几
亩的辣椒地贯穿了她的
成长路。

“每年辣椒丰收，爸
爸都会采摘下来拿到市
场售卖，妈妈也会把剩余
的辣椒做成辣椒酱，因为
喜欢，我每次都跟着妈妈
边学边做。成家后，做辣
椒酱也成了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把做好的辣椒酱
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我
觉得是一种快乐。没想
到大家品尝了以后赞不
绝口，还鼓励我创业，这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信
心。”对梁静来说，把辣椒
做成产业的初心就源于
这份喜爱。

“那就办一个加工
坊！”坚定想法后，梁静立即行动，开办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家辣椒加工坊，虽然面积
不大，售卖的产品也只有辣椒酱，但因为
口味独特、品质过硬，她的订单源源不断，
很快就积攒了不少客源，赚取了创业第一
桶金。看到成功的小火苗，梁静心中燃起
的是团团烈火，她开始为将来做规划：丰
富产品种类、打通更多销售渠道，把辣椒
做成产业！ （下转3版）

时时新新 妇女工作高质量发展代代 条条头头 新新闻闻

今年年初，福建省妇联牵头联动全省各级妇联和相关部门，在全国
率先探索开展向社区（村）选派“家庭教育特派员”工作。按照“专业选
派+特色选派+就近选派”原则，各地妇联采取家长“点单”、社区（村）“下
单”、指导服务中心“派单”、家庭教育特派员“接单”、县级及以上妇联

“评单”的方式，精准有效地把优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送进每个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党柏峰

陕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14年1月，陕西设立西
咸新区，成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

“要发挥西咸新区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的综合功
能。”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为新区发展指明
了方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陕西省委、省政府于2021年3月30日正式启动秦创原建设
工作，西咸新区成为秦创原总窗口。陕西是文化教育大省，女性
科技工作者云集，多达80万。为落实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
化，陕西省妇联联合西咸新区党工委和西安市妇联于2023年年
初共同在秦创原总窗口成立了“秦创原·巾帼湾”，旨在为女性科
技工作者打造一个专属的科创孵化基地、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地、
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巾帼湾“会客厅”点亮女性科技之光
党的二十大以来，西咸新区的发展迈上新台阶、步入快车

道，为广大妇女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更加赋予了新的
时代使命。为了更好汇聚巾帼之智，共同点亮科技之光，西咸新
区党工委专门成立了新区妇联，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发挥“半边
天”作用，一同参与建设秦创原总窗口，书写新时代荣光。

“秦创原·资本超市作为‘秦创原·巾帼湾’的实体承载机构，
我们在这里开展路演、科技成果展示、女性科技工作者共享的

“会客厅”，解决科创问题的总服务窗口。”西咸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妇联主席艾晨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2023年3月，

“三八”妇女节来临之前，西咸新区承办了全省首届“科技她力量
建功秦创原”女性科创论坛，发布了《支持秦创原女科技人才发
展九方面十七条措施》。明确了“巾帼湾”在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或联谊组织全覆盖，构建更加有利于女科技工作者发展的政策
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巾帼行动”走深走实
这三项任务，并将“巾帼湾”实体空间设立在秦创原资本大超市，
作为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会客厅”。 （下转2版）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新人路福庆、张野：

为“爱情马拉松”持续奔跑

风 起“ 秦 创 原 ”
“巾帼湾”里舞翩跹

9月18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代表排队献花。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当日，“铭记‘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勿忘历史勿忘历史 铭记铭记““九一八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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