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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綦江区妇联聚焦“聚人气、提能力、传幸福”

“妇联造”互联网产品如何强势吸粉?
群团改革以来，重庆市綦江区妇

联通过多项措施激活基层妇联活力，

聚人气、提能力、传幸福，用实实在在

的行动，让广大妇女姐妹在参与活动

中增强幸福感、归属感，把广大妇女

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将党和政府的

温暖送到妇女身边。

“妇女之家”聚人气

在綦江区文龙街道双龙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的一面墙壁引人注目。

这面墙上，妇联标识、妇联组织架构、

妇联职能职责、执委身份、妇联活动

内容全部亮了出来。据綦江区妇联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綦江区已实现

村居“五亮”全覆盖。这得益于区妇

联推进的基层阵地建设——利用“妇

女之家”加强基层妇女思想引领，团

结带领妇女姐妹干事创业。

“‘妇女之家’要有人气，要给人

温暖和凝聚力。”綦江区妇联相关负

责人说，加强基层“妇女之家”建设，

就是要通过“妇女之家”聚拢人气，再

向外发散力量，把妇女工作触角延伸

至每个家庭。

在永城镇大兴村，“妇女之家”家

长、妇联主席霍人兰就扮演着这样一

个角色。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垃

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霍人兰便

写了一首关于垃圾分类的顺口溜在

社区宣传。“首都北京传佳音，要把乡

村来振兴。内容包括五部分，生态宜

居催人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

明一家亲……”谈及顺口溜，霍人兰

与同事钟友便兴致勃勃地打起快板，

说唱起来。

霍人兰说，日常工作中，她会结

合一些主题工作来创作顺口溜，然后

用快板说唱的形式展现，让群众听得

懂精神，理解得了政策。去年，霍人

兰创作的一首关于家乡的顺口溜还

被当地杂志采用。

“妇联快播”提能力

“快来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快

播’。”綦江区妇联主席杨军打开手

机，自豪地介绍起她们的互联网产品

——“綦江妇联快播”。

当下，虽然微信工作群渐成泛滥

之势，各种名目的群多如牛毛，让许

多基层工作人员直呼受不了。但在

綦江区妇联的工作群里，“綦江妇联

快播”的出现，却让群里成员们热情

高涨，没被“点名”反而会失落。

“上不了‘快播’的妇联组织会失

落，她们会主动思考，是不是自己哪

里做得不够好？”杨军说，区妇联每天

都会在工作群里发一次“綦江妇联快

播”，以展示全区各级妇联工作动

态。在群里，区妇联不会主动提醒下

级妇联查看每日“妇联快播”，但信息

没上榜的妇联组织会主动思考，然后

找到区妇联，就如何做好妇联工作与

区妇联进行沟通。

“妇联快播”的出现，激发了基层

妇联主席和执委们对自身身份的认

可。今年端午节期间，綦江区赶水镇

四居社区的妇联执委们自筹资金购

买了糯米、粽叶和盐蛋，包起了粽子，

并将包好的粽子送到辖区内高龄老

人、失独家庭、低保户和瘫痪病人家

中，为他们带去端午节的问候。

据悉，一年多来，綦江区妇联没

实地开过一次全区性妇联工作会议，

而是通过建立机关部门妇联工作群、

街镇妇联工作群、村居妇联工作群以

及社会组织妇联工作群，利用移动互

联网平台作为提高网上履职能力的

重要手段，很好地做到了上情下达、

信息沟通、活动开展以及思想引领等

工作。

“现在，妇女儿童都是网民，都在

上网，那我们的思想引领就要在网上

开展，‘綦江妇联快播’就是我们利用

网络对妇女儿童进行思想引领的一

个举措。”杨军说，对上榜“快播”的妇

联组织而言这是一种鼓励，对没上榜

的则是一种鞭策。“妇联快播”不仅是

一种传播信息的手段，也是具备互联

网思维的思想引领方式。

“幸福密码”传幸福

走进綦江区一些村居，发现很多

人都在谈论“幸福密码”。什么是“幸

福密码”？它能打开啥？原来，这是

綦江区妇联助推幸福家庭建设的一

个妙招。

“在平时的维权接访过程中，我

们发现一些‘问题家庭’对幸福认识

不够，缺乏一把打开幸福之门的钥

匙。”綦江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说，于是

区妇联便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最终

在全区范围内发起了“幸福密码”巡

讲活动，助力幸福家庭建设。

活动开展前期，綦江区妇联从外

地请来名师专家，进社区、进农村、进

学校，为群众讲解家庭关系、家庭教

育和心理学等方面话题，引导人们构

建幸福家庭。活动一经开展，就受到

了很多妇女姐妹和家庭的欢迎。

为扩大活动效果，綦江区妇联开

始与深圳市家庭幸福研究院展开合

作，着手开展“幸福家种子师资培

训”，以培养建立本地师资队伍。此

培训一年开展4次，参加培训的人事

后也要回馈社会——做 100 个小时

的助教、100个小时的公益讲座。如

今，“种子师资培训”已进行了两次，

共培训了30名种子师资。

现在，綦江区妇联将 30 名种子

师资分成3个小组，各自服务于相应

街镇。杨军说，小组的划分既方便了

种子师资就近服务，也方便他们之间

相互学习和总结经验，从而促进全区

幸福家庭建设。

文/许真学

据《中国妇女报》

横山妇女之家，家长带着孩子在书香屋看书 记者 宗雪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唐文胜）近年

来，为更好服务退伍军人，区人社局

分别从创业资金扶持、创业能力提升

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服务，帮助退伍军

人谋出路。

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资金问题，区人社局积极通

过主流媒体、广场宣传、院坝会、专题

讲座等方式，宣传创业担保政策。

2015 年以来，累计为 39 名退伍军人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43万元，为31名

退伍军人贴息20.29万元。同时，退

伍军人创业者可申请免费创业工位，

享受专业指导和引导服务。

针对不同需求的退伍军人创业

者，区人社局还聘请不同行业专家举

办创业沙龙、创业讲堂、专题讲座等

创业活动近 50 场，分享成功企业家

的经验，探索解决不同创业者不同创

业阶段的顾虑与疑问。并对接主城

行业大咖前往退伍军人创业者的厂

房车间、田间地头，为其创业项目把

脉问诊，给予意见建议。

此外，为提升退伍军人创业者的

创业能力，区人社局积极鼓励其参加

各种创业创新大赛，给予一对一指

导。目前，两名退伍军人创业者获得

綦江区第五届“綦创綦新 共建共

享”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其中一个

项目还入围重庆市第三届“渝创渝

新”创业创新大赛创业扶贫暨乡村振

兴主体赛复赛。

我区着力为退伍军人谋出路

《绿色葱茏马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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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记者 成蓉）9 月 25

日，2019年第二季度“新时代重庆

好少年”评选结果出炉，全市共30

名学子获评第二季度“新时代重庆

好少年”。其中，我区学子陶彦言

荣获“自强不息 助人为乐”类“新

时代重庆好少年”称号。

此次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共评选出

“品学兼优 多才多艺”类、“积极进

取 勇于创新”类、“自强不息 助人

为乐”类 30 位“新时代重庆好少

年”。

陶彦言，是古南中学初 2019

级15班学生。5年前，她参加了学

校组织的一次课外活动——到永

城敬老院做义工，从此便与这里的

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节假

日，陶彦言都会前往敬老院看望老

人，为老人们过生日、打扫卫生、清

洗衣物、修剪指甲、送药递水、按摩

身体。或买些糖果糕点，或带去一

条围巾一个暖手炉……她还攒下

爸爸、妈妈和亲戚朋友给的零花

钱，为老人们治病、买水果等。每

次去的时候，她还会给老人们讲学

校发生的趣事，讲自己的考试成

绩，讲班上那些调皮和听话的孩

子，讲綦江的高楼和大桥，逗老人

们开心。老人们围着她絮絮叨叨，

其乐融融。如今，陶彦言和这群老

人的故事，已在当地传为佳话。

据悉，从2018年起，为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帮助

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通过多渠道推荐挖掘，精心选树培

育，全市共评选出150名重庆好少

年，其中 3 名被评为“新时代全国

好少年”。

我区学子获评第二季度
“新时代重庆好少年”

日前，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綦江农民版画亮相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发展

成就展示活动上。这背后究竟有

何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起源明清
系重庆对外文化交流礼品

綦江位于重庆南部，山川秀

美，景观众多，历史文化积淀十分

深厚。境内有 20 多个民族聚居，

民风民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

地域特色。正是这片神奇的土地，

孕育出了綦江农民版画这一艺术

奇葩。

据悉，綦江农民版画源于明清

年间的木板年画，作品取材于广大

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表现手

法在简单传授绘画技法的基础上，

大量吸收了当地民族民间美术技

法，诸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木雕、

石刻、布贴、挑花、木板年画、剪纸、

蓝印花布等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

民族民间风情和生活气息。作品

突现出古朴稚拙、夸张浪漫的艺术

效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綦江农民版画院院长、綦江美

术馆馆长桂焕勇介绍，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到现在，綦江农民版画曾先

后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汉、南京

等多个城市举办展览，并应邀赴美

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挪威

等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迄今为止，己有 1500 多幅作

品被中国美术馆、省（市）博物馆、

中国驻外大使馆和国外美术馆收

藏。

1988年2月，綦江区被国家文

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

乡”。从2003年起，綦江农民版画

被重庆市确定为对外文化交流礼

品。

赋能乡村
用文化艺术带动乡村振兴

綦江农民版画发展到现在，创

作群体也有了变化，以前是以农民

作者为主，现在农民版画被纳入了

綦江中小学课程，中小学的美术教

师也成为了綦江农民版画的创作

者。

本次展示活动上亮相的作品

《横山花海》的创作者

张进就曾当过美术教

师。

“没想到我的作

品会在这么重要的活

动上展出，真的太惊

喜了！”今年 38 岁的

张进说，自己从 2000

年开始接触綦江农民

版画，当时她在一所

中学任教，“作为农民

版画之乡的美术老

师，自己肯定要先学

会创作。没接触多久

我就喜欢上了这项艺

术，即使后来换了工

作岗位，也一直没有

中断创作。”

《横山花海》是张

进 2016 年创作的作

品。

“当时綦江横山

花仙谷景区刚开放，

我去采风时看到漫山

遍野的花海第一眼就

被震撼了，没想到家

乡也有这么美的花

海，就想用农民版画

的形式记录下那个画

面。”

张进说，采风后

她在綦江农民版画大

师李恕彭的指导下，花了近两年时

间创作了8幅系列作品。

《横山花海》是最满意的一

幅。这幅作品也很快被綦江区印

象版画有限公司收藏。

印象版画产品部经理张健介

绍，之所以选择《横山花海》参加这

次展示活动，除了作品本身具有代

表性外，更是因为这幅画的内涵丰

富。

“綦江农民版画作为民族民间

传统文化艺术品，在文旅融合的大

背景下，也是一种含有巨大经济效

益的文化资源，起到了带动乡村振

兴的作用。”

文/王淳

据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原标

题为《綦江农民版画已有 1500 多

幅被美术馆、大使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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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古南街道卫生院在工会体育场开展以“‘三减三健’助力健康中

国行动”为主题的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向现场居民讲解低盐低糖低脂生活

对身体健康的益处，并现场开展血压测定服务，累计发放“合理膳食”等宣

传资料300余份。

记者 黄辰辰

近日，渝新石壕煤矿的10名员工被评为“石壕匠才”。据悉，“石壕匠

才”评选活动已连续开展4年，在矿区营造了良好的比学赶超氛围。

通讯员 罗喜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