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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与笔，为“她”保驾护航
她是解决难题的“帮女郎”，她是关爱妇女的“好记者”

感受中国妇女十二大湖南代表中的
“园丁情”

做学生的引路人
当孩子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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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教育事业，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将公平和质量作为主要追求。五年来，全党全社

会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发展

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事业

取得了历史性进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本次赴京参会的湖南代表中，有两位来自基层的教

育代表，她们从办学和教学两个层面，一步一个脚印，

迈出了湖南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

初心与使命并肩，
女记者为民发声

“作为女记者，我们做采访

总会多一份善意与温暖。”10

月 22 日晚，见到王一姗时，她

刚从外地结束采访回到长沙。

而约了很久的邓小波，依旧在

外奔波。

王一姗与邓小波，都是湖

南知名媒体人。8 月 31 日，在

湖南省妇联十二届六次执委会

议上，两人同时当选为湖南省

出席中国妇女十二大的代表。

“能代表湖南女性参加会

议，高兴之余，更感觉自己肩上

的责任重大。”在媒体工作了29

年的邓小波，磨炼出了对社会

底层的特别关注力，而作为《中

国妇女报》的记者，维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更是她的“天职”。

邓小波说 ：“29 年来我只做

一件事，就是义无反顾追寻真

相！” 正因为全心为妇女儿童

发声，邓小波曾获得“全国妇联

系统先进个人”、中央驻湘新闻

协会首届“十佳记者”等荣誉。

而当了 11 年“帮女郎”的

王一姗， 2006 大学毕业进入

湖南公共频道，成为了一名记

者；2015 年， 担 任《 帮 女 郎》

节目制片人。“成为记者相对简

单，成为‘帮女郎’的记者却

更具挑战性，因为你首先得是

一个志愿者。”王一姗说，“我们

的责任不是‘关注问题’而是‘解

决问题’。”就这样，在王一姗

的带领下，“帮女郎”这个平均

年龄不到 25 岁的全国首个专

业女性记者团队，把新闻栏目

做成了专业公益慈善平台，被

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她

个人也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在中国妇女十二大湖南代表中，有两个让观众和读者特别熟悉的身影：湖

南公共频道《帮女郎》栏目制片人王一姗、《中国妇女报》驻湖南记者站站长

邓小波。她们一位是“帮女郎 ”，一位是“好记者”。多年来，她们坚持为湖

南妇女儿童发声和维权，更用自己的镜头和笔杆，记录着湖南妇女美丽蝶变的

五年。之前，她们是采访者，但在此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两位媒体人成了

我们的被访者，她们也敞开心怀，向大家讲述了媒体女代表的心声。

学有所能！20年培养2万名专业人才
接到记者采访邀约的时候，王建平正在厦门参加

第二届嘉庚论坛。一个星期后，还有一场更重要的会

议等着她——作为全国妇女十二大代表，她将启程去

往北京。

“行程永远满满当当。”作为职业学校校长，王建

平在创校的 20 余年里，累计为社会培养了 2 万余名美

术设计、幼师、音乐表演、书法绘画专业人才，学校获

得了“湖南省优秀民办学校”“益阳市十佳学校”等荣

誉称号。同时，她也收获了“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湖

南省五四青年奖章”“益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提到教育领域的五年变化，王建平坦言，最大的变

化在基层。随着国家和各级妇联机构对农村妇女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视，近年来，各种公益性质的培

训课程越来越多，比如育婴师、月嫂、美容化妆、园

艺烹饪等专业，帮助了不少基层妇女创业就业。

虽然一直从事职业教育工作，但近年来，王建平

重点研究和关注的话题却是“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引

领地位”。

“我一直觉得，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女性修养素质的提高对孩子的教养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王建平说，在办学的这些年，她发现很多厌学的

孩子都存在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越是偏远地区的孩

子问题越多。所以，她曾多次下乡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

座，希望能帮助改变这样的状况。

为了加大力度，今年，王建平还在益阳市妇联的支

持与指导下，选择了全市 18 所偏远乡村幼儿园开展这

一公益活动。

“重重身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鞭策。”王建平说，

这一次去北京参会，她将把自己开展公益讲座活动的情

况报告带过去，“希望借助这次机会，为这些留守孩子

代言，为家庭教育代言。回来以后，我将继续投入到

家庭教育、职业教育研究中，在如何提升孩子的综合

能力，在课程开设、设置上做新的尝试和探索！”

（上接 05 版）

（下转 07 版）

爱心与温暖同行，
为“她”砥砺前行

“贴近你，温暖你，就像闺密。”

在王一姗看来，“弱势群体的困

境是社会的伤痕，巾帼记者不逊

男儿。”

当记者时，王一姗两年踏遍

三湘四水，走访了40 余位老少

边穷地区的乡村教师；冲破世俗

眼光，倡导发起“遗爱人间”，推

动湖南成为全国遗体捐献首批试

点省份；亲赴汶川地震灾区一线，

既是记者又是志愿者，义无反顾

深入最危险的地方……王一姗带

领的“帮女郎”，不仅改变了许多

弱势群体的命运，更为全社会带

来一股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文

明新风。

凤眼看世界，王一姗从记者

到制片人，深入接触社会各个阶

层，在引导主流价值观、彰显媒

体人责任的同时，也用女性的柔

软情怀改变着人们的认知。2015

年起，她担任精英女性组织“牡

丹会”理事，引导并影响经济界、

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的优秀

女性，共同壮大“她力量”。2016

年起，她担任湖南省妇女儿童基

金会理事，以实际行动关爱妇女

儿童，从湖南的贫困母亲到新疆

的“八千湘女”，给她们送去最真

切的帮助和关怀。

善心与坚守同在，
为“她”执著亮剑

在邓小波眼中，媒体人最重

要的素质有两个：好奇心、责任

感。

回首 2000 年， 邓小 波曾遇

到一起无辜少女因错判被抓事

件。当事人的亲友找到邓小波，

希望她能提供帮助。邓小波四处

奔走，最终将整个案件翻转过来，

让无辜少女走出高墙，而真正的

犯罪分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有朋友 对邓小 波说 ：“你

一个女记者，为什么要去冒险报

道这些内容？”邓小波却笑说：

“我就是要用手中的笔作武器，在

伸张正义的同时帮助更多的人。”

带着这份坚定，邓小波独家采写

调 查报 道 100 余 篇，20 多 次 得

到中央和省部级领导的批示和支

持。她帮助的人中，有 200 余名

不幸者命运被改写；在她的报道

推动下，100 多名犯罪分子被关

进监狱。

用心与责任，
将好建议带去十二大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

满乾坤。”在参加中国妇女十二大

前夕，邓小波与王一姗也根据自

己多年的积累，收集了诸多关注

女性的好建议。

“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生命

教育不能再等了！”邓小波说，

自己为这个建议呼吁了多次。“我

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约有 30 万，

还有约 250 万人自杀未遂，其中

70% 为青少年。 青少年犯罪已成

为重大社会问题。不得不说，这

与生命教育的缺乏有关。”

而作为两岁孩子的妈妈，王

一姗此次带去的建议也与母亲这

个角色有关。“首先我想建议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对职场女

性尤其是二孩妈妈的保障。其次，

倡导社会搭建更多平台，帮助女

性加强自我修养。”

做了多年“帮女郎”的王一姗，

更希望社会能多建立针对女性的

关怀体系以及引导体系，让湖南

女性走上更加幸福与自信的道路。

王一姗代表，
湖 南广 播 电
视台 公 共 频
道《帮女郎》
节目制片人

王建平代表，益阳
电脑美术职业学校
校长

《中国妇女报》驻湖南记者站站长
邓小波代表，与她帮扶的孩子合影。

扫一扫，听两位教
育专家的大会愿望

扫一扫，看传媒人
眼中的五年变化

看视频，分享王一
姗的大会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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