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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先争优创先争优 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

市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妇联特殊优
势，注重发挥妇联作用，市委书记连维良
在约见市妇联等群团主要负责同志时指
出，群团没有部门利益，只有群众利益，是
民意代表，要建立反映问题的新机制，推
动民生问题的解决。

2010年以来，针对市委交办的调研出
租车行业问题、搜集社情民意、对市内的
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评优评差、市容市貌
暗访检查、“菜篮子”工程、“畅通郑州”工
程等多项民生工作，市妇联党组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专门成立了服务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服务中心工
作的长效机制，保证有 1/3 的机关干部参
与中心工作，确保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目前，共开展交通评议 11次，上报月报 11
期、社情民意300余条，先后4次得到市委
办公厅的通报表扬。市委书记连维良对
市妇联上报的关于交通路口违章情况的
调研报告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作出批
示，由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对策。

积极服务“畅通郑州”工程。在全社
会发起“从我做起，从家开始——争做文
明交通人，共建畅通郑州城”的倡议书，得
到了社会各界妇女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广
泛参与。相继开展文明交通志愿者（巾
帼）示范岗、文明出行“三进”宣传、文明排
队日、文明出行周等系列活动，组织“三
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女企业家、文
明家庭志愿者等各界妇女姐妹走上街头、
路口和公交站点，协助管理交通，劝阻不
文明出行行为，在全社会掀起了巾帼志愿
者文明出行活动的高潮。在公交、出租车
和交通协管队伍中开展“为畅通工程做贡
献，争创巾帼文明岗”活动，对表现突出的
26 个先进集体和 75 名个人授予“巾帼文
明岗”和“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把开展驻（村）社区工作作为服务中
心、服务基层的直接途径和有效方式。抽
调 12名有基层和信访工作经验的妇联干
部参与到富士康项目建设，积极协助做好
化解矛盾纠纷等群众工作。市妇联主席徐

惠俐带领工作组人员走家串户进行法律政
策宣传，倾听群众意见，畅通群众诉求渠
道，对不稳定因素及时排查登记，努力将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个别有抵触情绪的
妇女，工作组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工作组先后为四个重点村
妇女免费进行了“两癌”筛查，普及健康知
识和技能培训，为各村组建锣鼓队，开展了

“争当贤内助、争创文明家庭”、母亲节感恩
教育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有力地促进
了港区项目环境的优化。

连续参加三批社区帮扶工作，积极为
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出资 3 万
余元为二七区长江路社区、淮南社区和航
海中路社区添置了办公用品，协调资金10
万余元为航海中路社区建成了“留守流动
儿童之家”和科技书屋。帮扶工作中，她
们用真情和汗水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了
解决亚细亚小区居民的吃水问题，工作组
先后召开了7次座谈会、4次协调会，与社
区、办事处以及市政和自来水公司等有关
部门沟通联系，耗资 120余万元对小区进
行了自来水管网改造和一户一表安装。

天然气是困扰建中街办事处淮南社
区十多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市妇联工作
组从今年 1月份进驻该社区后，便积极推
动天然气安装工作。连续数月奔走在燃
气、市政、规划等部门之间，积极协调办理
有关手续、减免工程费用。为了最大限度
降低安装费用，工作组说通了燃气公司，
按照 2009年的标准收取初装费；同时，放
弃节假日，加班加点走家入户做工作，争
取更多的居民安装。工作组累计为社区
协调减免资金 30余万元。目前，387户居
民的天然气安装工作已全部结束，近日即
可通气使用。居民叶大姐拉着工作组人
员的手，激动地说：“我们跑了这么多年没
有办成的事儿，终于让你们给办好了。等
过几天通气了，我们家的第一顿饭，一定
做给你们吃。”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市妇联
连续两次被评为社区帮扶先进集体，得到
了群众的认可和市委市政府的肯定。

关注民生 当好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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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哪有妇女儿童的需

求，哪就有妇联的身影。无论是广场、

社区，还是厂房、车间；无论是田间地

头、温室大棚，还是司法部门、服务站

点，妇女姐妹走到哪里，妇联工作的触

角就延伸到哪里，党和政府的温情和关

怀就送到哪里。

近年来，市妇联找准“党政所急、妇

女所需、妇联所能”的工作定位，切实发

挥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以创先争优，扎实开展争创人民

满意公务员队伍活动为契机，坚持内强

素质、外树形象，以打造深受广大妇女

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为目标，切实在

妇女“最盼”上赢民心，在妇女“最急”上

见真情，在妇女“最需”上办实事，认真

解决妇女儿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努力使广大妇女儿童得实

惠、普受惠、长受惠。

有妇女小额贷款解忧

给他筑一个温暖的家

为姐妹维权撑腰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是妇女工作长期以来
坚持的方针。妇联组织肩负着代表和维护妇女合法
权益，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婚姻家
庭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重要使命。市妇联积极探
索维权工作新思路，在加大力度宣传《妇女权益保障
法》、《婚姻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同时，逐步探
索构建社会化维权工作新机制。建立健全妇联干部
人民陪审员、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维权志愿者三支
队伍，构建咨询投诉、司法保护、普法宣传和妇女帮
教四大网络，创立家暴庇护中心，推行家庭平安代表
制，开设网上妇女维权信箱，组建了郑州市妇联婚姻
家庭调解委员会，“12338”妇女维权热线在全市12个
县（市）区实现了全覆盖。

2009 年年初，42 岁的张某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
到市妇联哭诉不幸遭遇。16 年前，张某因工伤造成
面部严重毁容，丧失了劳动能力，所在单位仅支付
了两万多元的初期治疗费。16 年来，张某为了维护
权益“鞋子磨破了十几双，单位的门槛都快踏断了”，
却迟迟没有下文。走投无路之际，她想到了妇联。
市妇联维权工作人员对张某提供的大量资料进行了
分析整理，理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个中缘由，与其
单位和法院做了大量沟通协调工作。终于在2010年
7月10日，张某收到了法院判决的后续治疗费和残疾
补助金 26万余元。17年的等待煎熬、17年的创伤痛
苦，在那一刻都化作了感激的泪水。

张某的事例只是市妇联维权工作中的一个个
案。近年来，经市妇联协调处理成功的案件（如倪某
遭变态丈夫殴打案、王某诉其丈夫重婚案、15岁少女
李某遭人殴打侮辱案等）就有百余起，最大限度地维
护了受害妇女的权益，成为了妇女群众的“娘家人”。

宫颈癌和乳腺癌（简称“两癌”）是严
重威胁妇女健康的两大肿瘤，由于受经济
条件、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制约，
对农村妇女的危害尤其突出。为提高农
村妇女“两癌”的早诊早治率，2009 年以
来，市妇联积极推动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工作。特别是 2010 年和 2011 年，连续两
年列入市政府“十件实事”，累计投入资金
1700多万元，为40余万名妇女进行了“两
癌”检查。

为了提高妇女的参检率，市妇联通过
召开动员会、编印健康知识手册、张贴标
语、办墙报板报、开展妇女健康知识大讲
堂等形式，积极做好“两癌”检查的宣传普
及工作，提高项目的社会知晓率。各基层
妇联更是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以不怕跑腿、不怕磨嘴、不厌其烦的“三
不”精神，进家入户向农村妇女宣传，提高
参检自觉性。

那些不幸患上“两癌”的妇女，也时
刻被妇联牵挂在心。为了减轻患者的
医疗负担，市妇联还积极协调争取将

“两癌”救助列为郑州市慈善总会长期
救助项目，共同建立妇女“两癌”患者的
后续治疗救助机制，给予宫颈癌最高
10000 元/人、乳腺癌最高 15000 元/人的
救助。市民丁某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
家里倾尽所有积蓄为她治疗，孰料不
久，丁某的丈夫下岗，唯一的经济来源
也断绝了。看着年幼的孩子，夫妻俩常
常相对而泣。就在这时，救助活动曙光
照耀到了她，丁某顺利进行了后续的治
疗，费用也得以减免。她激动地说：“是

‘两癌’救助让我们一家人有了生活的
希望啊！”

据统计，自 2010年以来，全市共发放
“两癌”救助资金 30 余万元，为数十名妇
女赢得了新生。

“两癌”检查 撑起健康保护伞

在登封市香山脚下的周山村委文化
大院，一群山里的女人们正在“妇女之家”
做手工拉家常，热闹温馨。农闲时，妇女
们来到这里纺棉织布、绣荷包、扎花鞋，产
品远销国外，在家门口就走上致富路。“妇
女之家”还开展手工艺技能、养殖种植等
技术培训活动，成为群众喜爱的文化阵
地。在二七区嵩山路亚星社区“妇女之
家”，妇女们聚在一起练习舞蹈，参加各种
文化健身活动。在惠济区迎宾路青寨村

“妇女之家”的农家书屋、心理咨询室、棋
牌室里，村民们各得其乐。

市妇联于2010年10月份在全市启动
了党群共建创先争优“妇女之家”建设工
作，按照党建带妇建以及共建组织、共建
队伍、共建阵地的要求，紧紧抓住党群共

建创先争优活动、全市社区建设工作和创
新社会管理三个机遇，按照“四有”标准
（即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开展活动的必
要设备，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丰富多彩
的活动），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
和支持，全面推进“妇女之家”建设。

目前，全市 2287 个村、616 个社区已
实现了“妇女之家”全覆盖。“妇女之家”作
为妇联基层组织创新发展的新形式，承担
着妇女综合维权、创业就业、教育培训、家
庭教育、文化体育、家政信息、婚姻家庭和
帮扶救助等主要功能，正逐步成为基层妇
联组织宣传政策法规的载体、联系服务妇
女群众的窗口、传授知识技能的课堂、开
展健康有益活动的舞台、姐妹倾诉心声的
港湾。

妇女之家 丰富“她”生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
和谐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女性则是家庭
和谐幸福的核心。市妇联积极引导和发挥
妇女在文明家庭创建中的作用，以实际行
动推动文明城市、“和谐郑州”建设工作。

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市妇联承担
了 29 项内容、54 项指标。她们积极履行
职责，坚持以家庭为主体，以活动为平台，
在做好“家”字上下工夫。在全社会弘扬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
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广泛开展学习
型家庭、廉洁型家庭、慈善型家庭、节约型
家庭、平安型家庭等特色家庭创建活动。
今年 8月份，为迎接文明城市创建的检查
验收，她们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百万家

庭创文明、百万家庭扬美德”集中活动月，
举办了和谐郑州、孝老爱亲主题报告会，

“和谐家庭及魅力女性”高级研修班，家庭
美德知识竞赛，家庭美德“进社区、进家
庭”——巾帼志愿者在行动，“感动郑州慈
孝人物”评选等一系列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有 30余万市民参
与了此项活动。

近年来，市妇联共举办四届家庭文化
艺术节、六届邻居节、八届绿城读书节、五
届“百万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共评
选市级“三八”红旗手 862 名、优秀女性
156 名、“十佳母亲、优秀母亲”190 余名、

“金婚佳侣”400 多对、优秀打工妹 240 余
名，区级以上文明家庭69.9万户。

建文明家庭 助力“和谐郑州”举办百万妇女健身活动大赛

开展青春期女童家庭教育系列活动

成立郑州12338妇女维权志愿者服务团

组织巾帼志愿者服务“畅通郑州”建设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王红

创业资金难找

这些天，新郑市孟庄镇南常口村农民孟爱穗总
是喜滋滋的，因为她家在妇女小额贷款的帮助下，
扩大了养殖规模，由原来的40多头奶牛扩大到现在
的100多头，产值将翻一番。

这只是郑州市妇联推进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
一个缩影，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巩义市下岗女
工付丽红承包了 180亩山地种植果树，在 10万元小
额担保贷款的帮助下，及时解决了苗木、肥料等资
金问题，现在果园形势良好；新密市大隗镇和合村
以妇代会主任李好妮为代表的18名妇女利用100万
元贴息贷款，建立了 20 个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纯
收入达 3万~5万元；新密市巩密关村是金银花种植
特色村，但是在扩大规模提高品质上，受到了资金
制约，在妇联、人社局和邮储银行等多部门的协调
下，采取农户联保的方式为36名妇女发放贴息贷款
110万元，实现了小额担保贷款整村推进……

缺少资金是创业妇女及下岗再就业妇女最迫
切、最现实的需求。为解决这一资金瓶颈，2009年，
全国妇联协调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
人民银行共同出台了推动妇女创业就业的小额担保
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出台后，市妇联抓住机遇，主动
作为，专门编印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问答宣传页，
开通了咨询热线，及时做好妇女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宣
传服务工作。为进一步简化贷款办理程序，各级妇联
组织积极与人社局、担保中心沟通协调，采取“一站
式”集中办公和带着公章上门服务等形式，在最短的
时间将贷款发放到申请者手中。

截至今年 9月份，全市已累计为 3059名妇女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2.36亿元。“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开展
以来，很多妇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印章、存折，在家
庭生活中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家庭地位也得到提
升。”市妇联主席徐惠俐说。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伴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留守流动儿童的教育
和关爱问题日益突出。长期的亲情缺失、有效监护
的严重缺位，使得这一群体在身体素能、情感心理以
及道德行为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关爱这一特殊群
体，不仅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负责，也为许多外
出打工的妇女和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2010年市妇
联申报的在全市建立 30 所“留守流动儿童之家”的
建议，被市委、市政府列入 2010 年郑州市为民办理

“十大实事”项目。市财政出资 300 万元，在全市留
守流动儿童较集中的乡镇、村、学校、社区建立了 30
所“留守流动儿童之家”。

9岁女孩魏琦（化名）在中原区航海西路小学读
四年级。她跟随爸爸来郑州打工，妈妈则在许昌的
农村老家务农。

“每天都好想妈妈啊，也很想念从小带我的姥
姥。”魏琦说。近一个月来，每当放学，她就会来到
学校里专门为留守流动儿童建立的“阳光童乐苑”，
在那里，她可以看到最喜欢的图书，也可以打电话
给妈妈和姥姥。“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地方。”魏琦
微笑着说。

在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之家”，留守的孩子可
以通过网络学习新知识，可以打乒乓球、做游戏，也
可以在电话里和远方的父母说说心里话。像这种温
暖的“家”，全市目前已建有 57 所。近年来，市妇联
累计协调资金近 500 万元，为每个“家”都配备了图
书、电脑、电视、空调、亲情电话、桌椅以及体育用
品。每个“家”设置了图书阅览区、亲情沟通区、心理
氧吧区、实践活动区四个功能区，满足孩子们的各种
需求。“留守流动儿童之家”使全市13万多名留守流
动儿童直接受益，极大改善了城乡留守流动儿童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

当好“娘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