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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创建幸福家庭引导机制 多元化推进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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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工动态]

省妇联为“阳光大姐”新春送温暖

2 月 2 日，省妇联及济南市妇联、市民政局到“阳光大

姐”开展新春送温暖活动，为 650 名困难家政服务员发放了

总价值 22 万元的慰问品和慰问金。省妇联主席邢善萍，济

南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王以才，省妇联副主席魏艳菊、

玄祖香及济南市妇联、市民政局等单位领导出席活动，并参

加了“阳光大姐”2016“家文化建设年”活动启动仪式。“阳

光大姐”家政服务员代表 300 余人参加活动。

(省妇联宣传部)

全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起草中心组

第二次会议在济南召开

2 月 2 日，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起

草中心组第二次会议在济南召开，进一步讨论修改“两个规

划”文本内容，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组织部、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

省卫计委、省环保厅、省统计局等省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和山

东大学、济南大学有关专家等编制工作起草中心组成员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对《山东省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山东省

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两个规划”）初稿

征求意见和修改情况进行了说明。起草中心组第一次会议

后，各成员单位按时完成了分领域的起草工作，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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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妇儿办综合形成了“两个规划”初稿，并广泛征求各成

员单位、各市妇儿工委办公室意见。妇女规划初稿共收到来

自 20 个单位的 99 条修改建议，儿童规划初稿共收到来自 14

个单位的 67 条修改建议。省妇儿工委办公室会同有关专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国家“两纲”、《山东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等对意见进行了研

究、梳理和吸纳，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编制工作起草中心组

成员对修改后的规划文本内容进行认真讨论并提出了近 50

条修改意见。

会议通报了下一阶段规划编制工作安排，要求各成员单

位专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继续与《山

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的新要

求、新部署进行对接，与本单位“十三五”专项规划对接，

进一步做好“两个规划”修改工作。在继续征求各成员单位

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确保“两个规划”如期颁布。

会议对落实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扩大会议

精神，做好“两个规划”终期监测评估和迎接全国“两纲”

中期评估检查工作作出部署。

（省妇儿工委办公室）

[工作交流]

临沂市创建幸福家庭引导机制

多元化推进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

近年来，临沂市妇联积极创建幸福家庭引导机制，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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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联动联调力度，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一）创新工作理念，构建多元化幸福家庭引导机制。

一是调研先行，确立工作思路。在全市开展婚姻家庭矛盾纠

纷案件专题调研，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案件进行分析，提出

了创建幸福家庭引导机制，加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的思路举措。二是延伸工作链条，构建多元化引导调处机制。

以妇联传统的婚姻家庭工作阵地为基础，将工作向前延展到

结婚登记时的宣传引导，向后伸展到离婚分手时的调解劝

导，打造出前后关联、互相衔接的工作链条。三是依托三个

平台，坚持五方联动。建立综治、妇联、法院、民政、司法

部门联动联调机制，形成宣传引导和矛盾调处的工作合力。

依托民政结婚登记平台，突出婚姻家庭理念的宣传教育；依

托妇联工作平台，倡导正确婚恋观、和美家庭文化，做好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的预警排查和调处；依托民政离婚登记平台

和法院离婚审判平台，突出可挽救婚姻的缓冲劝导和已破裂

婚姻的分手教导。

（二）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幸福家庭引导和婚姻家庭矛

盾纠纷调解。一是建立常态化宣传引导机制。将协调婚姻家

庭关系作为妇女维权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

宣传教育，不断加强宣传倡导。编印《幸福家庭密码》宣传

册，制作《我们结婚了》动漫宣传片，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

立正确婚恋观。层层成立“好之姻”幸福家庭服务团，广泛

开展法律宣传、心理咨询、矛盾调解等公益服务。两年来累

计举办各类专题讲座等活动近 700 场次，有效地协调了两性

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代际关系和邻里关系，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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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因素。二是建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警排查机制。坚

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工作做在预防上、做到基层去，

最大限度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招募巾帼调解员 7826 名，

广泛开展婚姻家庭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已成功化解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 1892 起。三是建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联动联调机

制。坚持五方联动，构建联动联调的运行机制，完善部门联

合调处制度、重大事项及时会办制度和领导包案制度，做到

既各司其责又协同配合。层层成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建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开展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调解工作，两年来共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1160 件。

推动法院系统、民政部门设立调解室，从各自工作角度加大

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调解力度。

（三）争取重视支持，为幸福家庭引导机制建设提供保

障。市妇联推动成立了幸福家庭引导机制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争取市委政法委牵头下发了《关于建立幸福家庭引导机

制，加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综治、

妇联、法院、民政、司法五部门的职责，分解落实工作任务，

形成工作合力。市委市政府将幸福家庭引导机制建设列入全

市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内容，进行调度考核。市综

治办将幸福家庭引导机制建设工作纳入综治暨平安建设考

核范畴，确保创建活动落到实处。

（临沂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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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全国妇联各主席，省政协主席刘伟，省委副书记龚正，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

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建成，副省长季缃绮

送：省妇联各主席，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综合处，

全国妇联办公厅调研处，各市分管领导

发：各市妇联主席，各市妇联办公室，省直机关妇工委、

省高校妇工委、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省妇联各

部室

（共印 12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