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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工动态]

省妇联主席邢善萍到济南市调研指导妇女工作

6 月 16 日，省妇联主席邢善萍率调研组，到济南市就阳

光大姐品牌建设、基层妇女组织建设、电商创业等工作开展

调研。济南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王以才陪同调研，省妇

联副主席魏艳菊及相关部室、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邢善萍一行先后到济南市妇联、韩都衣舍服饰有限公

司、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建新社区、阳光大姐公司等地实地

调研。在济南市妇联，邢善萍亲切看望妇联干部并听取工作

情况汇报。在韩都衣舍服饰有限公司，邢善萍详细了解企业

创办、发展及经营状况,对妇联组织引导妇女在“互联网+”

新形势下创新创业的探索给予肯定，对在新经济组织中加强

妇女组织建设提出要求。在市中区二七新村街道建新社区，

邢善萍参观考察社区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王丽社区工作

室、社区妇女之家，观看社区巾帼文明队的健身广场舞表演。

邢善萍指出，社区妇联是妇女工作的基础，只有基础牢了，

党和政府的光辉才能通过妇联组织撒向千家万户。要广泛吸

纳妇女自组织负责人到社区妇联组织中兼职，更好地凝聚妇

女力量，为和谐社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在阳光大姐总部和

阳光大姐大厦，邢善萍听取阳光大姐品牌创建情况汇报，与

市妇联班子成员、阳光大姐负责人座谈交流，实地查看阳光

大姐培训、管理、建设等工作，并要求进一步提升阳光大姐



3

品牌化、职业化、产业化、标准化、信息化、国际化建设水

平，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和家庭。

邢善萍对济南市妇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济南

市妇联工作具有重点突出、亮点纷呈、新点频现和节点发声

等四个鲜明特点，充满激情，认真扎实，可圈可点，有声有

色，富有成效，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基层组织建设、“最美

家庭”寻找等多项工作走在前列，在全省具有一定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

邢善萍希望，济南市各级妇联组织要立足“妇”字、做

好“联”字，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新水平、再上

新台阶，在全省妇联组织中带好头，树标杆。在工作中要注

重加强人文性、示范性、创造性和基础性。要充满爱心、温

情和人文关怀，用更加开放的眼光和全新的角度审视妇联工

作，寻找新时期妇联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点；根要向下扎，

劲要向下使，做好扎实的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基层妇

女组织和工作队伍建设；省、市妇联形成合力，进一步整合

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共同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创新发展。

（省妇联办公室）

省妇联主席邢善萍到山东农业大学考察工作

6 月 24 日，省妇联主席邢善萍率考察组，到山东农业大

学考察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及创业创新创客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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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咨询“第一书记”帮扶项目。省妇联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樊丽萍，副主席玄祖香及相关部室、单位负责人，滨州市

沾化区及古城镇领导，省妇联“第一书记”及帮包村支部书

记参加活动。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徐剑波、副校长朱莉陪

同活动。

在山农大，考察组先后参观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生态循环农牧场、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考

察了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听取了近年来山农大组织引导大

学生创业创新、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情况的介绍，就推

进女大学生创业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第一书记”帮包村帮扶项目洽谈咨询会上，山农大

领导、相关处室（学院）主要负责人及林业园艺、畜牧水产

养殖、粮食种植等方面的专家教授，针对沾化区、古城镇及

省妇联两个“第一书记”帮包村的实际情况，推荐帮扶项目，

解答技术难题，在发展规划、产业扶贫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

意见建议。

邢善萍感谢山农大对省妇联帮包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

山农大在暑期组织专家教授指导团，到帮包村现场指导，帮

助理路子、找项目，制定好产业发展、生态发展规划；建议

山农大与沾化区签订全面合作的战略协议，围绕冬枣品质提

升、养殖项目选择、粮棉种植等产业，到沾化区开展培训。

徐剑波表示，山东农业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成果和资

源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技扶贫，竭诚当好农业顾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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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后盾，为推进沾化及帮包村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作出积

极贡献。

（省妇联办公室）

[工作交流]

菏泽市妇联“六举措”抱团推动妇女手工业发展

在“全民创业，大众创新”的浪潮下，为进一步拓宽妇

女创业就业的渠道，推动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工作的发展，菏

泽市妇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建组织、抓基地、

搞展销、开课堂、建作坊、创品牌”六项举措，抱团推动妇

女手工业发展，帮助5万余名妇女实现居家自主就业和创业，

打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花城巧姐”工作品牌。

一是建组织，引领妇女手工产业健康发展。去年成立

了菏泽市女企业家协会手工艺者委员会，凝聚了全市 120 余

名优秀的女手工艺术人才和手工制作企业家、家庭作坊负责

人，使生活在“牡丹之都”的花城巧姐们有了自己的家，为

推进“妇字号”手工产业市场化、品牌化、合作化进程，促

进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抓基地，搭建妇女创业就业、致富增收平台。菏泽

市有“妇字号”手工制作企业 60 多家，市妇联紧抓各行业

地域特色，精心打造“花城巧姐”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山东

淘宝第一村——曹县大集乡丁楼村，依托淘宝电子商务平

台，从事演出服饰加工和网上销售，从业人员达上万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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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0%以上是留守妇女，每天收入 200 多元；郓城县的藤编

加工分布四个乡镇，带动 6000 余名农村妇女居家就业；号

称“中国发都”的鄄城县，全县大小规模的人发加工户发展

到 2000 多户，一天收入达 130 多元；有“中国农民绘画之

乡”之称的巨野县，拥有农家画院 70 余个、专业村 52 处、

专业户 500 多户，年培训农民画师 9000 余人次，且 85%以上

为农村妇女，书画作品远销全国 30 多个大中城市及日本、

欧美、新加坡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实现产业增加值 2.8

亿元。市妇联积极培育各行业涌现的致富典型，表彰了淘宝

村妇女主任韩素美等 100 名市级巾帼致富带头人，并为她们

提供小额担保贷款优惠扶持政策。

三是搞展销，激活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市场。依托菏泽市

巾帼家政创建“菏泽市妇女手工艺品展销中心”，划分为公

共展示、手工体验、手工培训三个区域，并以“指尖舞动梦

想 行动创造未来”为主题，长年免费为手工艺工作者、企

业家提供作品展销平台，开展展销、培训活动；举办首届菏

泽市女手工艺作品展、第二届女手工艺品展销会，开展以“花

展遇上手工”为主题的 2015 菏泽城市花展活动，共展出作

品 800 余件，销售额上万元，并接下 1000 多件作品定单，

逐步激活了手工艺品的销售市场，在为市民提供丰盛的民俗

文化“大餐”的同时，实现了为手工产业打开市场的目标。

四是开课堂，挖掘妇女潜在的能力。开设了“爱家爱生

活”手工课堂，开展妇女手工制作培训班 10 余期,近 500 名

妇女在家门口享受免费技能培能，100 余名妇女实现在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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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连续举办了 3期全市女性电子商务培训班，150 余

名女手工艺者、女经济人、失业失地、留守妇女和高校应届

毕业女大学生分别参加了为期 10 天的电商、微商专业培训，

逐步将电子商务打造成手工行业新的增收点。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已开办 100 余家手工网店；发挥“花城巧姐”创业

就业孵化基地作用，就地开展定单式技能培训，帮助妇女就

地就近实现就业。

五是建作坊，促进手工艺品产业多元化发展。依托“妇

女之家”、妇女儿童家园、社区、企业、家庭作坊等，建立

“花城巧姐”手工坊，开展巾帼手工精品“进社区、进景区、

进校园、进市场、进阵地”五进活动，使手工艺品遍地开花，

促进妇女手工艺品多元化发展。

六是创品牌，推动妇女手工业蓬勃发展。建立了“花城

巧姐”微信公众平台，宣传工作动态、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和

各行业典型、手工制作技巧等；在市电视台开设了《花城巧

姐》栏目，对全市各行业女手工艺术家、传承人、手工艺者

进行专题循环宣传报导，生动展示“花城巧姐”们精湛的技

艺和对手工艺术的坚守情怀，宣传“手工小产品，致富大产

业、就业大舞台”的产业示范效应，在社会上营造出热爱手

工的浓厚氛围；设计了专属“花城巧姐”的 LOGO，向商标事

务所递交了“花城巧姐”商标的注册申请，全力打造“花城

巧姐”这一品牌，推动全市妇女手工业蓬勃发展。

（菏泽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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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全国妇联各主席，省政协主席刘伟，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孙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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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