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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执委妈妈看护队：

近 3万留守儿童有了守在身边的“妈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我志愿加入执委妈妈看护队，做留守儿童的代理妈妈，保护孩子安全，照顾孩子
生活，呵护孩子心灵，把留守儿童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关心关爱，让每一个孩子都生活
在灿烂的阳光下。”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坪坝镇窝瓢村，执委妈妈看
护队的两名队员杨凤莲和向玉梅，在村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重温了一遍“执委妈妈
看护队誓词”。

今年 5 月，围绕推进乡村振兴总要求，聚焦强化基层治理目标，湘西州妇联在全
州开展了“执委妈妈看护队”行动，将村（社区）妇联执委们组织起来，在村（社区）
党支部的领导下，成为留守儿童的代理妈妈，帮助解决孩子们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
社会交往等问题，探索村妇联执委关爱帮扶留守儿童的有效路径。

如今，距离执委妈妈看护队这一工作正式实施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些妇联执
委们对自己的新身份适应得如何，孩子们又有什么改变呢？

执委妈妈的“六看六问”
“村里留守儿童的数量让我

十分着急。”说这话的是湘西州

吉首市矮寨镇坪朗村新上任的

妇联主席，石金琦。作为湘西州

级苗鼓传承人，石金琦一直在

致力于发扬苗鼓文化，并免费

教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打苗鼓，

可直到今年 2 月，石金琦被选

为村妇联主席的时候，她才知

道，村里的留守儿童比自己知道

的要更多，“村里有 29 名留守儿

童，涉及到19户人家”。

为此，自5月份接到州妇联

关于要在村（社区）成立执委

妈妈看护队的通知后，石金琦立

马将村里的 14 名妇联执委喊到

了一起：“村里留守儿童这么多，

请你们帮个忙。”

在石金琦的号召下，除了14

名妇联执委，还有4 名长期跟

她学习苗鼓的女志愿者也加入

了进来，共 19人组建了坪朗村

执委妈妈看护队。

结对成功之后，石金琦陪着

执委妈妈们进行了第一次走访。

这一次走访，不仅要告诉家里

的监护人和小朋友，还需要将湘

西州妇联为每一对结对成功的

执委妈妈和留守儿童准备的“执

委妈妈看护门牌公示卡”，贴在

小朋友家大门口醒目的地方。这

张卡上，不仅写明了结对的执委

妈妈和孩子的名字，还有双方的

联系方式。

而在吉首市双塘街道大兴

村，村妇联主席龙关红则为15

位执委妈妈准备了一件写有“执

委妈妈看护队”字样的文化衫，

“每一次执委妈妈到小朋友家，

都会换上这件衣服”。不仅如此，

她还准备了一面旗子，旗子上写

着“执委妈妈看护队”，“这样大

家一看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随后，龙关红带领 15 位执

委妈妈，在全村 67名留守儿童

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情况摸底，

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

庭。最终，15 名执委妈妈每人

各结对一户家庭，共有 22 名孩

子能得到执委妈妈的照顾。

和坪朗村与大兴村不同，在

古丈县坪坝镇窝瓢村，全村的

执委们在村妇联主席杨玉花的

带领下，通过宣读《执委妈妈看

护队誓言》，成立了执委妈妈看

护队，“既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也

明白了执委妈妈的任务”。

窝瓢村党支部书记、村妇联

执委、执委妈妈向语涵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每一次到留

守孩子家走访，一定要进行“六

看六问”，她解释，“六看六问”

就是看居住环境如何，问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看是否正常上

学，问是否厌学、逃学、辍学；

看是否校外租房，问是否与异

性监护人分铺分房居住；看是

否面临校园欺凌、性侵等不法

侵害，问是否知晓求助途径；

看身体健康状况，问身体发育、

生理期是否正常等情况；看假

期生活情况，问防溺水、防交

通事故、防触电等季节性安全

知识掌握情况。每一个问题都

要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并在走

访后，每位执委妈妈都要清晰

地记录在台账上。

 

“妈妈”和孩子互相成就
“刚开始，我和孩子们都不

适应我们的新身份。”窝瓢村的

执委妈妈杨凤莲坦言，尤其要

问孩子们一些两性问题。但随

着走访次数的增多，执委妈妈

们逐渐对自己的新身份习惯起

来，就连之前不敢提及的两性

和早恋话题，她们也可以跟孩

子讨论了。

59 岁的大兴村执委妈妈杨

五珍说，在消除新工作带来的

不适应后，更多的是对自己妇联

执委身份的实感。今年换届选

举后，一向热心的杨五珍再次

被选为村里的妇联执委，以前

她的工作不多，但随着执委妈

妈看护队的组建，她开始忙起

来了。

杨五珍结对的是住在离自

己家不远的小欣（化名），今年

5 岁的小欣是单亲家庭，妈妈

在外务工，她跟着外公外婆生

活。为了和小欣拉近关系，杨五

珍有事没事就到小欣家看一看，

陪着小欣帮外婆做点力所能及

的家务活。

由于担心外孙女的安全，两

位老人坚持每天早上将小欣送

到停在路口的校车边，为此，孝

顺的小欣多次因为接送的事情

和身体不好的外婆争吵。得知

此事的杨五珍，在每次放学时，

都会假装偶遇小欣：“我们一起

回家吧。”

除此之外，杨五珍还有别的

工作要忙。沱江下游穿过大兴

村，除此之外，村里还有一条

小河，每到夏天，孩子们就喜

欢到水里玩。因此，到了暑期，

执委妈妈看护队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开展防溺水工作。龙关红

将15 名执委妈妈分成了3 组，

分别在早晨、中午和傍晚进行

巡逻，劝阻下水的孩子回家。

在执委妈妈们的陪伴下，孩

子们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凤凰

县千工坪镇通板村妇联主席吴

凤莲是一名 90 后，自5月份成

立执委妈妈看护队以来，她就

主动结对了一户有 3 个孩子的家

庭。

吴凤莲第一次见到遥遥（化

名），是在一次活动上，当时遥

遥十分沉默，不愿意与人交流，

她第一次到遥遥家里，孩子也

悄悄躲进房间里。原来，遥遥

姐弟三人从小跟着

奶奶长大，父亲在

监狱服刑，因此遥

遥在小伙伴中总感

觉自卑。

于是，吴凤莲经

常趁着遥遥放学在

家的时候，到家里

和她聊天、干活，每

次还不忘带一些小

礼物。现在，遥遥

已经会主动招呼她，

并且和她分享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了，“下一步，就要让她走出家

门和同龄孩子一起玩”。

 

除了陪伴，“妈妈”们还做了
更多

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陪

伴和关注，石金琦规定了坪朗

村的执委妈妈要“时刻关注结对

的孩子们，不能一个月只走访一

次”，在路上偶遇，也要多问问

孩子们的近况。由于坪朗村距

离吉首市和矮寨大桥景区不远，

不少执委妈妈们白天都需要上

班，但她们自从结对后，都会

趁着晚间有空的时候到孩子家

里看一看，如果可以，还会辅导

孩子做作业。

石金琦自己结对的是一个

单亲的两孩家庭，两个孩子的

妈妈在外打工，因为外公行动

不便，家里主要靠着外婆支撑。

经过多次接触，石金琦发现姐

姐甜甜（化名）的成绩在班上名

列前茅，为此，她不仅让甜甜

加入了自己在村部建立的苗鼓学

习班，还萌生了利用自己的人脉，

帮甜甜找爱心人士的想法，“现

在已经有人回复了”。

村里另外一个执委妈妈梁

庆小得知后，主动提出能不能同

样也帮自己结对的孩子找一个

爱心人士。“执委妈妈看护队的

优点就体现出来了。”石金琦说，

妇联执委做不成的事情，可以向

村妇联甚至村支两委提出，“我

们可是有着坚强后盾的”。

而在暑假期间，大兴村的

执委妈妈们一边巡逻，防止孩

子们发生溺水等安全事故，一

边化身为助教，为到村子里来支

教的吉首大学的学生们维护课

堂，提供服务，并在支教结束后，

将孩子的学习成果进行了展示。

不仅如此，不少妇联执委成

为了执委妈妈以后，活跃在村子

里，主动承担了许多村里的事情。

7月30日，古丈县确诊了一

例新冠肺炎患者，得知这个消

息后，住在村口的杨凤莲第一

时间就将窝瓢村第一个疫情防

控执勤点设置在自己家门口，主

动承担起执勤的任务，经常从早

上 5点半坚守到将近凌晨。

同时，杨凤莲和其他的执

委妈妈们还在村妇联主席杨玉

花的带领下，化身成为代购员，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住在偏

远寨子的村民们送去生活物资，

“有不少老人质朴地觉得我们是

村干部，是村里派来帮助他们的

人。”说起这个小小的误会，杨

凤莲却觉得是自己的工作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据湘西州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杨凌介绍，为确保执委妈妈

看护队的组建覆盖面，湘西州

本级将“100% 村（社区）组建

执委妈妈看护队”纳入州域社

会化治理现代试点工作考评内

容，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齐抓

共管的合力，截至8月底，全州

1789 个村（社区）实现村村建

队全覆盖，参与结对的基层执

委20020人，结对家庭 20907户，

留守儿童 28336 名，构筑起了关

爱儿童的“巾帼长城”。

石金琦和结对的儿童一起玩耍。

执委妈妈和结对的孩子亲密交谈。

湘西州妇联为每一对结对成功的执委妈妈和留
守儿童准备的“执委妈妈看护门牌公示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