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2016年12月2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版式／熊晓丽
电话：0731-82333612  E－mail:tangtx@fengone.com 新闻·女界

湖南省妇女发展规划（之二）
（2016-2020 年）

1、主要目标：
（1）保障妇女平等享有

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

歧视。

（2）妇女占从业人员比

例保持在 40% 以上，城镇

单位女性从业人数逐步增

长。

（3）男女非农就业率和

男女收入差距缩小。

（4）技能劳动者中的女

性比例提高。

（5）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30% 以

上。

（6）保障女职工劳动安

全，降低女职工职业病发

病率。

（7）确保农村妇女平等

获得和拥有土地承包经营

权。

（8）妇女贫困程度明显

降低。

2、策略措施：
（1）加大妇女经济权利

的保障力度。深入研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

展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对女性就

业带来的挑战，制定和完

善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

发展、平等享有劳动权利

的法规政策，确保妇女平

等获得经济资源和有效服

务。严格执行就业促进法、

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2）消除就业中的性别

歧视。深入研究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等方

面带来的新挑战，进一步

完善相关政策、合理配置

资源、增强服务能力，切

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除

法律规定不适合女性的工

种和岗位外，任何单位在

录用人员时不得以性别或

变相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

女性或提高女性录用标准，

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或

以其他方式变相限制女性

结婚、生育。加大劳动保

障监察执法力度，依法查

处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

构的性别歧视行为。

（3）扩大妇女就业渠

道。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

展，为妇女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和就业岗位。不断提

高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

业吸纳妇女就业的能力。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妇女

在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就

业。制定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强化对就业困

难妇女的就业援助。引导

妇女积极参与实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行动计划，

通过“互联网 +”等多种

方式，积极培育创客空间、

创新工场和家政服务电商

平台等新型孵化模式，完

善创业扶持政策，为妇女

创业提供技能培训、跟踪

指导等服务，按规定落实

国家相关税费减免、贷款

贴息政策，支持和帮助妇

女创业。

（4）促进女大学生充分

就业。加强面向高校女大

学生的就业指导、培训和

服务，引导女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择业就业观。深入

推进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就业促进计划，不断完善

女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政

策，开展女大学生创业培

训及孵化服务，推动女大

学生创业就业。

（5）为就业困难妇女

创造有利的就业条件。按

规定落实公益性岗位政策，

扶持大龄、残疾等就业困

难妇女就业。认真落实有

关法律规定，支持生育妇

女重返工作岗位。按规定

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培训

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

助失业妇女创业就业。

（6）改善妇女就业结构。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多

渠道引导和扶持农村妇女

向非农产业有序转移。完

善人才培养、评价、激励

等政策，加强对妇女的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初、中、

高级技能劳动者中的女性

比例。引导妇女积极参与

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的发

展，为她们成长创造条件。

（7）全面落实男女同工

同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

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对

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

劳动、取得相同劳绩的劳

动者，用人单位要支付同

等劳动报酬。

（8）保障女职工职业

卫生安全。广泛开展职业

病防治宣传教育，提高女

职工特别是灵活就业女职

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

职业病危害的管理与监督。

将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作

为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安

全监督的重要内容。加强

女职工劳动保护，禁止安

排女职工从事禁忌劳动范

围的劳动，减少女职工职

业病的发生。

（9）保障女职工劳动权

益。不断完善女职工劳动

保护法规政策，加强法律

法规和安全卫生知识的宣

传教育及培训，提高女职

工自我保护意识。规范企

业用工行为，提高企业劳

动合同签订率，推进已建

工会的企业签订并履行女

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

同。依法处理侵犯女职工

权益案件。

（10）保障农村妇女土

地权益。落实和完善保障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

政策，纠正与法律法规相

冲突的村规民约。建立健

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

资源管理等各项制度，推

动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

办法，确保妇女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

分配权。

（11）提高农村妇女经

济收入。大力推动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组织发展，提

升农业生产规模和经营收

益。保障农村妇女享有各

项农业补贴。围绕农产品

产地初加工、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等农村第二、第

三产业发展，积极创造适

宜农村妇女就业的岗位。

开展便于农村妇女参与的

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帮助农村留守妇女

和返乡妇女多种形式创业

就业。支持金融机构、企

业等组织与妇女组织合作，

面向农村妇女开展金融服

务和相关培训。

（12）加大对贫困妇女

的扶持力度。制订有利于

贫困妇女的扶贫措施，保

障贫困妇女的资源供给。

帮助、支持农村贫困妇女

实施扶贫项目。创业担保

贷款等项目资金向城乡符

合政策规定条件的贫困妇

女倾斜。引导贫困妇女积

极参与精准脱贫行动计划，

到 2020 年实现脱贫。

（接上期）

1、主要目标：
（1）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

平等原则。

（2）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

85%，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

（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 98%，女童平等接受九年义务

教育，消除女童辍学现象。

（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 93%，女性平等接受高中阶

段教育。

（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0%，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保持

均衡。

（6）高等学校女性学课程普

及程度提高。

（7）提高女性接受职业学校

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比例。

（8）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女

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8 年。

（9）女性青壮年文盲率控制

在 2% 以下。

（10）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在

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及教学过

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2、策略措施：
（1）在教育法规、政策和规划

的制定、修订、执行和评估中，增

加性别视角，落实性别平等原则。

（2）切实保障女童平等接受

学前教育。资助贫困家庭女童和

残疾女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多

形式增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着

力保证留守女童入园。

（3）确保适龄女童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加大对教育法、义务

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提高家长保障女童接受义务教育

的守法意识和自觉性。

（4）保障女性平等接受高中

阶段教育。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

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满

足农村和贫困地区女生接受高中

阶段教育的需求。对普通高中家

庭经济困难女生和残疾女生给

予资助，保障女生不因家庭经济

困难和个人生活困难辍学。逐步

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

费，保障未升入高中的女童在就

业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

（5）提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的水平。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女

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女性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

育的比例。多渠道、多形式为贫

困和残疾女大学生提供资助。

（6）满足妇女接受职业教育

的需求。坚持职业学校教育与职

业培训并举，为妇女接受职业教

育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扶持

农村和贫困地区妇女和残疾妇女

接受职业教育。为失学大龄女童

提供补偿教育，增加职业培训机

会。组织失业妇女接受多种形式

的职业培训，提高失业妇女创业

和再就业能力。根据残疾妇女身

心特点，合理设置残疾妇女职业

教育专业。

（7）提高妇女终身教育水平。

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为妇女提供多样化的终身教育机

会和资源。鼓励妇女接受多形式

的继续教育，支持用人单位为从

业妇女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提

高妇女利用新型媒体接受现代远

程教育的能力。

（8）促进妇女参与社区教育。

整合、优化社区教育资源，发展

多样化社区教育模式，丰富社区

教育内容，满足妇女个性化的学

习和发展需求。大力发展社区老

年教育，为老年妇女提供方便、

灵活的学习条件。

（9）继续扫除妇女文盲。通

过组织补偿学习，深化扫盲和扫

盲后的继续教育，加大扫除女性

青壮年文盲工作力度。

（10）加大女性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力度。完善科技人才政策，

探索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女性

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依托重点实

验室、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

建设项目，聚集、培养女性专业

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

（11）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

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在社

科基金等科研基金中增加社会性

别和妇女发展的相关项目和课

题，推动妇女理论研究。鼓励高

等学校开设女性学专业或女性学

课程，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

（12）实施教育内容和教育过

程性别评估。在课程和教材相关

指导机构中增加社会性别专家。

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中充分体

现社会性别理念，引导学生树立

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

（13）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

性别意识。加大对教育管理者社

会性别理论的培训力度，在师资

培训计划和师范类院校相关课程

中增加性别平等内容，强化教育

管理者的社会性别意识。提高各

级各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决策

和管理层的女性比例。

（14）均衡中、高等教育学生

的性别结构。鼓励全面发展，弱

化性别因素对专业选择的影响。

采取多种方式，鼓励更多女性参

与高科技领域的学习研究。

（二）妇女与教育。 （三）妇女与经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