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男女体力的差异，女性在社

会分工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今进

入信息社会，从体力竞争转向脑力竞

争，这就为女性提供了极大的上升空

间和通道。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

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道路”，湖南省委、省政府

进而确定了“四化联动”发展战略。这

就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

会。如何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帮助更多

的姐妹放飞梦想和实现梦想，这是我

们妇联组织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利与不利中寻求“三大突破”

妇联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围

绕“四化联动”为妇女找机会、谋出路，

就得发挥自身优势，在工作理念、工作

对象、工作主体等方面寻求突破。
工作理念的突破。“四化联动”如

火如荼地推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妇

联组织参与的难度不小，缺人才、缺信

息、缺资金、缺技术、缺平台。这就要求

我们在工作理念上由自我循环向全面

开放转变，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借势借

力借资借智。2012年，我们湘潭市妇联

与市文联合作，策划了“关爱贫困儿童

慈善拍卖会”，为书画家和企业家搭建

了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筹集善款280
万元，这为我们通过社会途径解决资

金问题提供了思路。
工作对象的突破。妇联以往工作

对象主要是传统体制范围内的妇女，而

“四化联动”需要团结凝聚各类女性的

智慧和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将工作触

角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社会各阶层妇

女，既向农村留守妇女、失地妇女、下岗

妇女、进城务工妇女等弱势群体渗透，

又向高学历层、高决策层女性群体拓

展，既为体制内妇女服务，又帮助体制

外的妇女找到归宿感。例如，在楼宇经

济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姐妹驿站”
“妇女之家”，通过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

形式，将工作对象覆盖到全体妇女。
工作主体的突破。妇女儿童工作

不只是妇联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

情，不能是妇联唱“独角戏”，必须搞好

“大合唱”。要把一些仅凭妇联力量很

难办成的事情，变为党委、政府和社会

各有关部门共同承担、共同解决，形成

上下左右联动的工作局面，从而突破

在工作主体上单一化的旧模式。例如，

我们通过努力，将婚前免费检查列入

市政府民生行动计划，在各区县实行

婚前检查和婚姻登记一站式办理，全

市婚检率从0.33%上升到84.5%，每年

预防了近百名缺陷儿的出生，“政府主

导、妇联牵头、部门协同”的特色婚检

模式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筑牢了

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在变与不变中拓展“三大路径”

妇联作为群团组织，不管什么情

况下都应发挥“联”的优势和“合”的功

能，但时代在变，形势在变，发挥职能

作用的方式也得变。在“四化联动”中
必须创新参与机制，走出一条社会化、
差别化、项目化的新路。

社会化组织。树立“合作、互惠、共
赢”的理念，建立社会化组织联络体

系，凝聚各类妇女群体参与“四化联

动”。如：采取“妇联+协会”“妇代会+
基地”等设置形式，在“两新”组织中拓

展妇女组织；培育女领导干部联谊会、
女企业家协会、女法官协会等各类妇

女联谊会；联合相关部门建立以服务

家庭和女性为主的社会妇女组织，如

“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妇女法律咨询

中心”“巾帼科技服务团”“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等；吸纳自发型社会组织，如

“夕阳红艺术团”“巾帼健身队”等。
差别化服务。差别化服务是破解

让女性离梦想更近
“四化”联动背景下妇女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赵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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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参与“四化联动”科技瓶颈的有效

途径。围绕新型工业化，动员女企业家

推进企业科学管理和科技创新，引导

广大女职工参与岗位劳动竞赛和技术

革新，不断激发岗位成才、岗位建功的

热情和活力，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自主创

新中竞展风采。围绕农业现代化，大力

开展“岗村共建”“巾帼科技服务团进

入农村”等活动，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发

展专业合作组织，投身现代农业生产，

争做农村女能人、女经纪人、女致富带

头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显

身手。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充分

借助高校、科研院所力量，广泛开展各

种实用性技能培训，引导广大城乡妇

女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管理，积极推动

文化、旅游、信息、家政等现代服务业

发展。围绕信息化，建设妇联系统信息

化共享平台，推进办公自动化建设，依

托各地信息网、手机网等网络资源优

势，发布女性信息化公共服务产品，开

展“我最喜爱的网站”评选等各类网上

实践应用活动，引导广大妇女登上信

息高速公路。
项目化运作。项目化运作是破解

妇联参与“四化联动”过程中资金瓶颈

的有效途径。按照“以需求定项目”的
原则，有效对接妇女与家庭的全面需

求，通过协办、合办、托办、承办等方

式，实施妇女帮扶项目。探索建立论

证、规划、实施、评估、监管“五位一体”
的项目化运作模式。探索建立湘潭市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健全贫困妇女

儿童数据库，科学设计妇女儿童公益

项目，以引导社会资金、融合社会资

源，促进妇女儿童民生问题的解决。争
取农林水利科技等部门支持，开展农

村妇女实用技术培训，培育一批妇女

领办或创办的市场竞争力强的花卉、

有机蔬菜种植、特色种植养殖等巾帼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或合作社。争取人

社、财政等部门支持，开展妇女创业就

业项目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注重技能

提高，注重向发展电子商务领域拓展，

着力培养既懂技术又擅长网络营销的

经纪人和从业妇女。与公共组织合作，

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母
亲健康快车、妇女“两癌”普查等项目；

与社会志愿者合作，利用周宝莲爱心

基金等民间爱心项目救助贫困母亲、
春蕾女童。

在为与不为中打造“三大枢纽”

妇联的工作人员少，但面广事多，

要把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发展作为工

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力戒形式主义

和事务主义，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

点，注重实效，着力打造妇联信息、人
才和品牌枢纽。

信息枢纽。在“四化联动”过程中，

更多的妇女由“单位人”变成“社会

人”，由“现实人”变成“网络人”，妇联

依托行政体制建立的层级式组织难以

将所有妇女纳入妇联组织管理体系。
因此，必须打造开放、现代、多元、时尚

的妇联信息枢纽，提高虚拟世界女性

群体组织化程度。开通妇联官方网站

和微博，建立“网上妇联”“网上妇女之

家”，组建各类妇女联谊QQ群、微信群

等，借助网络加强对网上女性组织和

女网民的凝聚、引导、服务，实现点对

点、键对键、心对心、“线上”与“线下”
结合，提高虚拟空间妇女组织化程度，

进一步扩大妇女工作覆盖面，提升妇

联组织影响力、凝聚力。
人才枢纽。推进“四化联动”，离不

开人才支撑。湘潭市有大中专院校17
所，在校学生12万人，科技开发机构

280多家，全市科研人员总数超过11

万，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才数在全

省排名第二，女性专业技术人才占总

数50.2%。近年来，女科技工作者参与

课题200余项，女科技工作者获奖比例

达21%。抓住女性人才集聚的优势，通

过创办巾帼科技创新基地、开展创新

需求对接等途径，为女企业家、女科技

人才搭建合作平台，引导她们主动参

与自主创新、科技攻关和发明创造，为

全市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多作贡献。抓
住产业集聚和现代服务业繁荣的优

势，想方设法为广大妇女特别是女大

学生实现创业就业提供培训、信息、项
目、资金等多种帮助，鼓励和引导她们

投身知识产业、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抓住创新社会管理契机，培养社会

工作人才，鼓励妇联干部参加社会工

作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指导师等

资格考试，培育从事妇女儿童法律援

助、家庭教育、心理辅导等巾帼志愿者

队伍，提高妇女工作专业化水平。
品牌枢纽。聚焦“四化联动”，将传

统优势领域和新的职能相结合，赋予

“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

庭”等品牌活动新的内涵和时代元素。
着眼于协调利益，用足用好妇儿工委、
妇女权益保障联席会议等平台，建立

婚姻家庭调解组织，提供基层妇女维

权“一站式”服务，打造妇女维权服务

品牌。着眼于保障民生，关注特殊困境

妇女儿童，开展结对帮扶、心灵关爱、
项目救助等行动，打造巾帼爱心帮扶

服务品牌。着眼于引领发展，做精、做
大、做强家政服务业、农家乐休闲旅游

业等，努力打造巾帼创业致富品牌。着
眼于和谐建设，立足家庭和社区的重

点，着力开展家庭文化艺术节、节能减

排、家庭助廉等活动，努力打造家庭文

明创建品牌。
（作者系湘潭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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