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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帼 之 花 绽 放 新 时 代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春蕾计划”成就梦想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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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妇联工作

人员组织巧手绣娘在节日期间装饰广场、

公园和景区。 王 将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的女代表们互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快乐。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图图③③ 抗疫中的“她力量”。江西援助

武汉医疗护理队成员在南昌昌北机场准备

登机。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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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益于“春蕾计划”，玉卓玛说自己

是幸运的孩子。1988 年，玉卓玛出生于西

藏自治区当雄县纳木措乡色德村，父母相

继去世后，和姨妈一家生活的她上学遇到

困难。1995 年，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

起、空军捐助支持的“蓝天春蕾计划”在

西藏实施。玉卓玛所在的当雄县在龙仁乡

开办了春蕾女童班，可以减免学费。就这

样，玉卓玛和“春蕾”结缘。

虽然对家的印象很模糊，但是在蓝天

春蕾女童班的日子她印象深刻。“有空军

的 叔 叔 来 看 我 们 ，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好 多 衣

服，还给我们零花钱。”20 多年后，提起

空军官兵的关爱，玉卓玛依然记忆深刻。

此后，玉卓玛在社会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并 于 2007 年 顺 利 考 入 西 藏 民 族 学 院 。

2011 年临近毕业时，她报名参加了空军部

队的特招考试，并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

干部。

玉卓玛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参军入

伍。接到录取通知电话，是我一生中最难

忘最高兴的事情。”入伍后，她主动开办藏

语补习班，讲解藏语藏俗，不断增进军民

鱼水情。“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幸中的幸运

孩子。虽然没有得到父母的爱，但是一路

走来遇到了很多人，给了我很多的爱。入

伍后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想辜负帮助

过 我 的 人 。” 回 忆 往 昔 ， 玉 卓 玛 忍 不 住

哽咽。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玉卓玛上大学

时就利用假期奔赴当雄县曲登二村牧区义

务支教，给牧区的孩子们教授汉语，讲述

外面的新鲜事，为他们描绘一个更广阔的

世界。入伍之后，玉卓玛长期资助 5 名驻

地周边的贫困儿童，并和战友一起筹建了

“爱·梦”春蕾基金，帮助贫困儿童直到他

们 完 成 最 高 学 业 。 2014 年 ， 玉 卓 玛 获 得

“CCTV 年度慈善人物”荣誉称号。“没有

‘春蕾计划’就没有我的今天。”玉卓玛

说，是“春蕾计划”改变了她的命运，她

要用爱传递爱，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0 多年前，失辍学问题在我国部分地

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相对突出，失辍学儿

童中女童占三分之二。为让贫困女童重返

校园，1989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全

国 妇 联 领 导 下 ， 发 起 实 施 了 “ 春 蕾 计

划”。“春蕾计划”既切合当时的国情，也

是对女童受教育权利这一世界性重大关切

的回应。

30 多年来，“春蕾计划”的内涵与形

式 都 在 不 断 创 新 发 展 ， 从 最 初 主 要 资 助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贫 困 女 童 上 学 ， 拓 展 到 资

助 高 中 、 大 学 阶 段 贫 困 女 生 上 学 ， 从 对

女 童 的 资 助 到 对 春 蕾 教 师 的 培 训 ， 再 到

职 业 教 育 、 女 童 保 护 、 对 留 守 女 童 开 展

亲 情 陪 伴 等 。 截 至 目 前 ， 这 一 计 划 已 募

集 使 用 善 款 25.86 亿 元 ， 资 助 春 蕾 女 童

396 万人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项

目已资助春蕾女童 176 万人次。“春蕾计

划 ” 不 仅 帮 助 贫 困 女 童 成 长 成

才 、 获 得 人 生 出 彩 的 机 会 ， 也

向 世 界 传 输 了 改 善 女 性 受 教 育

状况、促进女童全面发展的中

国经验，向世界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

优越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

高度，谋划新时代党的妇女工作，引领我国

妇女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妇女事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机制保

障。亿万妇女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

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

发展成果，我国妇女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

史性成就。

妇联组织创造新业绩

“ 牧 民 姐 妹 不 能 流 动 ， 那 我 们 就 流 动 起

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

旗妇联常委、鄂温克族传统皮毛手工艺“太

阳姑娘”传承人艾吉玛每年都会带人到牧区

免费为牧民姐妹们培训制作“太阳花”手工

艺品，让姐妹们在家中就能创收。内蒙古自

治区妇联近年来全面深化基层妇联组织建设

改革，不断拓展组织和工作的有形覆盖和有

效覆盖。

2016 年 《全国妇联改革方案》 由中共中央

办公厅正式印发，吹响妇联改革冲锋号。目

前，我国完成了村、社区妇代会改建妇联和乡

镇妇联区域化建设改革，实施妇联改革“破难

行动”，壮大了基层工作力量，拓展了组织覆

盖面，联系服务妇女群众的工作机制不断建立

完善。770 多万名妇联执委来自各族各界各行

各业，联系服务妇女群众，70 多万个妇女之家

遍布城乡社区，妇联的组织形态、工作格局、

精神面貌、整体形象焕然一新。

妇联组织聚焦服务发展大局，民生项目越

做越实。全国妇联推出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巾

帼脱贫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科技创新巾

帼行动等巾帼建功系列活动，举办各级各类农

村实用技术培训 20 多万期，培训妇女近 2000

万人次，创建全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脱

贫基地 1800 多个，带动 500 多万名妇女增收致

富，越来越多妇女找到了事业奔头。各级妇联

组织共建立 3800 多个创业创新基地和服务平

台，截至 2021 年年底，为妇女累计发放各类贷

款 5200 多亿元，获贷妇女达 700 多万人次。

10 年来，各级妇联组织深化改革稳步推

进 ， 引 领 联 系 服 务 妇 女 工 作 机 制 不 断 完 善 ，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增强。妇联组织聚

焦 服 务 妇 女 ， 着 力 破 解 妇 女 儿 童 “ 急 难 愁

盼”问题。妇联组织积极参与民法典、妇女

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制定修订，推进反

家庭暴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贯彻实施，建

立 完 善 集 矛 盾 排 查 、 纠 纷 调 解 、 法 律 帮 助 、

关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维权服务模式；通过

村 （社 区） 妇 代 会 改 建 妇 联 、 乡 镇 （街 道）

妇 联 组 织 区 域 化 建 设 、 县 级 妇 联 改 革 “ 破

难”、在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等，壮大基层工

作力量；对 44 万余名“两癌”患病妇女开展

专项救助，妇女民生项目越做越实；顺应互

联网发展新形势，各级妇联开办近 8000 个新

媒体平台账号、90 多万个姐妹圈群，为联系

服务妇女搭起网上桥梁。

妇女事业再上新台阶

今年 6 月，“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颁

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来自浙

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院的教授胡海岚，因其

在社会和情绪神经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获得

了 2022 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她是

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这一刻，胡海

岚代表中国“她”智慧又一次在世界顶尖科技

舞台上大放异彩。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女性建功

立业、实现人生价值最生动的写照。妇女的成

就和地位标注着时代进步的刻度，妇女的权益

保障彰显着国家文明的高度。

10 年来，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体系不

断完善，妇女享有的各项权益更加广泛充分。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写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写入

党 的 第 三 个 历 史 决 议 ；“ 十 三 五 ” 和 “ 十 四

五”规划纲要均单列章节对促进妇女儿童发展

作出部署；“十四五”规划纲要首设“加强家

庭建设”专节，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和家庭建设

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在 2011 年至 2020

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目标实现的基础

上，国家颁布实施了又一个十年工作规划；我

国 31 个省区市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

制，为从源头上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提供

坚实的机制保障。

10 年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的决策部署，有力促进了我国男女平等

进程，为妇女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我国

妇女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2021 年我国孕产

妇死亡率下降到 16.1/100000，我国妇幼健康核

心指标位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女性人均

预期寿命提高到 80.88 岁。妇女受教育水平显

著提升，2020 年全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1 年，女性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为 9.59 年 。

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

基 本 消 除 ， 高 等

教 育 本 专 科

在校生中女生比重过半。与此同时，妇女参与

经济发展的程度更加深入，全社会就业人员中

女性占比超过四成，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

占 55%。2021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

约 45.8%。党的十九大女代表、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女代表和全国政协女委员比例分别比上届

提高 1.14 个、1.50 个和 2.55 个百分点。

妇女力量撑起半边天

50 多年前，学儿科的北京姑娘路生梅响应

国家号召，大学毕业来到陕西佳县，她下定决

心要改变这里落后的医疗条件和观念，并许下

承诺：“为佳县人民服务 50 年。”一句承诺，半

世坚守。50 多年来，她多次放弃返京机会，扎

根佳县，创办了第一个正规儿科，创建了爱婴

医院，推广新法接生、科学育儿，实施儿童计

划免疫，为创建二级甲等医院作出了突出贡

献。1999 年，路生梅退休后继续留在佳县“超

期服役”。除了每周到医院义诊，还在家里接

诊病人。她说：“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

里去，这是我的誓言。”跨越半个多世纪，路

生梅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黄土地。几十

年来，数不清的巾帼之花像路生梅一样，选择

植根热土、倾情奉献，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时代同发展、与祖国

共奋进。

10 年来，我国涌现出 3985 名全国三八红旗

手、2226 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5493 名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她们中，有几

十年潜心钻研传承创新，致力于让中医药造福

全人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

有克服重重困难，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四号二

叩苍穹的“英雄航天员”刘洋；有扎根边疆教

育一线 40 余年，帮助近 2000 名女孩考入大学

走出大山的“校长妈妈”张桂梅；有放弃留在

大城市的机会，回乡奉献、年轻生命定格在扶

贫路上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她们的事迹

勾 勒 出 奋 斗 女 性 的 最 美 剪 影 ， 展 现 了 时 代

风貌。

自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 我 国 妇 女

更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斗志，在

疫情防控中展现“半边天”的力量。女医

务工作者闻令而动、践行使命：“疫情上

报 第 一 人 ” 张 继 先 ， 最 早 判 断 坚 持 上 报

拉 响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警 报 ； 年 过 七 旬

的 李 兰 娟 院 士 ， 数 度 深 入 重 症 “ 红

区”；王兵、梁小霞、夏思思等医护

人 员 牺 牲 在 抗 疫 一 线 ⋯⋯ 数 据 显

示 ， 在 全 国 驰 援 湖 北 的 医 务 人 员

中 ， 女 性 有 2.8 万 人 ， 约 占 三 分 之

二。全国妇联此前开展的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的“她力量”调查显示，广

大女性勇担社会责任，在大战大考中

显示了巾帼精神和力量，同时有力促

进了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得

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