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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 10 月 23 日至 26 日

在北京召开。近 1800 名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和 90 名特邀代表
将出席大会。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习近平总
书记心系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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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要求，引领我国妇女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广大妇女牢记嘱托，扛起责任，踔厉奋发，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新征程上绽放夺目光彩。

积极参政履职
【总书记这样说】

“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 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
社会事务管理水平”“积极为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搭建平台”“我们要扫清障碍、营造环境，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妇
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巾帼故事】
宁夏马慧娟代表连日来忙着梳理调研笔记，为去北京参加

妇代会做准备。
记的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在她今年新建的文化交流工作室

里摊了一桌子，记录着农村姐妹的心声：为进城“陪读妈妈”提
供更多灵活就业机会；提升农村妇女维权意识……

马慧娟出生在宁夏西海固的小山村，16 岁辍学，20 岁易地
扶贫搬迁离开大山。新生活激发了马慧娟的创作灵感，她用手
机在网络上写作，十多年按坏 13 部手机，敲出上百万字，出版
7 本书。

从一位农村妇女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代表，马慧娟说：“从成为代表那一刻起，我把自己置身于时代
洪流中思考问题。”她创办“泥土书香”读书社，教妇女识字；每
年开展十余场反家庭暴力法讲座；走村入户调研，提高农村医
疗保障水平等期盼被写进人大代表建议。

“我想让和我一样的农村妇女意识到‘我很重要’，激励她
们干事创业。”她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水平不断提
高，“半边天”作用日益彰显。

上海嘉定区南翔镇林琳，成立上海第一家全职妈妈妇联组
织， 带动近 500 人参与社区治理； 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基层干
部杨蓉， 探索分级分类动态多元联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辽
宁抚顺市社区居委会主任吴振华，打造“8 分钟便民服务生活
圈”……

【数说巾帼】
党的二十大女代表、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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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4 和 2.36 个百分点。
数字背后，一项项实打实的政策法规，推动性别平等成为

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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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从 8 个领域提出 75 项主要目标和 93 项策略措施，规划部署未
来十年妇女发展的目标任务；反家庭暴力法颁布施行，全力护
佑女性安全……

我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领域的平
等权利得到更好实现，为妇女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绽放夺目光
彩提供有力支撑。

活出出彩人生
【总书记这样说】

“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广泛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和帮
助妇女享有出彩的人生”“开创美好生活离不开妇女事业全面
进步，也需要广大妇女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巾帼故事】
金秋时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东村游人络

绎不绝。田野间，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村民载歌载舞，庆祝丰
收。

从不知名的穷山村到全国首批旅游重点乡村，这背后是返
乡创业女大学生杨丽娜 12 年扎根农村的努力。

长白山下长大的杨丽娜，非常看好光东村民族特色和秀美
山水，但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遭到了村里一些人的反对。

“谁说小姑娘干不出名堂？”杨丽娜挨家挨户劝说村民把闲
置房屋装修成民宿，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直到劝动老乡一起
干。

从零星的旅游团参观体验，到年游客量 40 万人次；从只有
5 间民居，到 60 户民宿“一屋一品”，光东村旅游产业越做越
大。在她带动下，光东村探索“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
运营模式，以三产带二产促一产，带动就业超过 1000 人，今年
预计村集体经济增收 72 万元。

作为和龙光东村归心民宿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她在带领大
家致富的同时， 荣获 2022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现在我已经
放不下这些村民，心中有了更多责任感，想把乡村振兴工作实
打实干好。”

新时代新征程上，一位位巾帼榜样立足岗位建功、勇于开
拓进取，创造了骄人成绩，活出了出彩人生。

贵州苗绣非遗传承人龙禄颖带动农村妇女通过 “一针一
线”促进乡村振兴；湖南种粮示范大户朱霞打造 5000 亩优质水
稻基地，让“霞妹子”品牌飘香南北；青海切阳什姐在伦敦奥运
会获得女子 20 公里竞走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此后多
次为国争光……

【数说巾帼】
2013 年以来， 全国共推出 4285 名全国三八红旗手、2425

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新时代带来新机遇，
复兴之路赋予广阔舞台， 她们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同频共
振，在各行各业勾勒出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走在时代前列
【总书记这样说】

“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
代前列， 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使妇女成为政界、
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

【巾帼故事】
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南京夫子庙一派桨声灯影夜秦淮的

热闹景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极天文和射电天文研究部主

任李婧却在办公室里“泡”了好几天。
她所参与的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高灵敏度太赫兹探测

模块”研制任务，有望实现我国太赫兹超导探测技术空间应用
零的突破。

当初还有人担心她的选择“不太适合女性”，然而她的目标
是星辰大海。

怀着对科学和未知宇宙的热忱，2003 年起出国开展合作
研究，最终放弃获得国外学位的机会，坚持选择回国；为了填补
我国本土亚毫米波天文观测设施的空白， 与团队一起在海拔
4800 米的青藏高原上踏勘选址……一路走来， 她追逐内心的
光，探索苍穹的美。

如今，李婧与团队瞄准最前沿科学构想，实现了我国太赫
兹阵列成像技术的自主可控。

“希望将来能有更多女性从事科研工作。靠着奋进与坚持，
新时代的女性科技工作者也可以散发出熠熠光彩！”李婧说。

在探索人类未来的伟大征程上， 一位位女科学家潜心研
究、刻苦钻研，在科技创新最前沿彰显“她力量”———

一次次攻克火箭发射平台铣削技术难关 ，出色完成 “长
征 ”升空 、“神舟 ”飞天 、“嫦娥 ”奔月等国家重点工程发射产
品加工任务的数控铣工韩利萍 ；研究发现青蒿素 ，挽救了数
百万疟疾患者生命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
呦；破译古人类基因密码，还原“我们从哪里来 ”的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获得者付巧妹 ； 促进了新一代抗抑郁药物的研
发 ， 用科学点燃抑郁症患者希望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得
者胡海岚……

【数说巾帼】
全国妇联联合科技部等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制定促进

女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支持女性在科技创新
中“揭榜挂帅”，组织近百万名女科技工作者参与“巾帼科技助
农直通车”进乡村等科技服务活动，1800 多万人次受益。最新
统计显示，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约为 45.8%。

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记者 刘紫凌 侯雪静

黄 马丽娟 孟含琪 王珏玢）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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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西南部的丰庄镇， 长期以来由于产业薄弱， 农民收

入单一， 集镇萧条。 为加大乡村振兴步伐， 丰庄镇找出优质
地块， 在集镇区投资 1325 万元， 兴建了 7823 平方米农民工
创业园。 项目建成后， 该镇将创业园出租给安徽誉承鞋业有
限公司经营使用。 目前， 誉承鞋业已完成一期 600 万元的生
产设备安装、 调试、 投产， 预计 2023 年底将生产 180 万至
200 万双鞋出口欧洲及北美， 实现产值 2000 万元， 入库税收
80 万元。 该项目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66 万元， 使 150 位
农民、 其中建档立卡脱贫户 13 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人均年
增收 3 万元以上。

我市多措并举， 进一步提高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

发展的比重， 增强产业发展新动力。 2023 年安排中央资金
26724 万元， 匹配项目 103 个， 其中产业项目 41 个， 涉及资
金 19384.65 万元 ， 占比 72.5%。 到位省级资金 15731 万元 ，
安排项目 111 个， 其中产业项目 38 个， 12128.03 万元， 占比
77.1%。 大力推进稳岗就业， 做好节后脱贫人口返岗复工工
作。

通过拓宽就业渠道、 大力开发公益岗位等措施， 主动帮
助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实现就业。 截至 9 月底， 我市 2023 年
度全年外出务工 60999 人， 其中脱贫人口 57326 人、 监测对
象 3843 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06%， 全市各县区均完成了
年度目标任务。

市乡村振兴局还会同市直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市发出倡

议书， 倡议全市各单位机关党组织、 广大党员、 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 通过 “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 线上线下购买
等形式， 优先购买脱贫群众农产品， 用慈心善举帮助脱贫群
众发展增收。 今年以来帮助购买、 销售农副产品共计 1789.77
万元。

久久为功绘就美好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近年来， 我市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小切口” 推动乡村

振兴 “大战略”， 因地制宜、 统筹推进， 接续用力， 久久为
功， 擦亮美丽底色， 绘就亮丽画卷。 制定下发 《淮南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办法》， 每季度采取随机抽查方式， 对所有
乡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考核。

出台 《淮南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攻坚” 行动实施
方案》， 在全市范围开展以 “四整治” 为重点任务的村庄清
洁行动， 对各县区 “百日攻坚” 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导。
截至 8 月底， 全市共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21.2 万吨， 清理乱搭
乱建 9000 余处 ， 清理河塘沟渠 4000 余条 。 开展乡村文明
“积分制” 试点， 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引导广大群众由 “要我文明” 向 “我要文明” 转变。 寿县、
凤台县连续 3 年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全市 2022
年度 27 个省级中心村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85%， 工程类项目全
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