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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党代会建言献策

为湖南发展贡献智慧，听听她们的“好声音”
整理 / 李立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为充分发扬民主、真心听取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努力凝聚民心，省

委在全省开展了“迎接党代会，谱写新篇章”建言献策活动。湖南省妇联党组高度重视建言献策活动，从 11 月初开始，湖南省妇联面向全省广大妇女姐妹发起号召，
以“湘妹子”微信公众号为主阵地，全省各级妇联系统新媒体矩阵同时发布，组织全省妇女群众为党代会积极建言献策。这项活动不仅调动了各领域三湘姐妹共同
治理家乡的积极性，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截至目前，收到乡村振兴、家庭教育、养老托幼、住房、环境、科研、医疗、就业、经济、农业等工作领
域意见建议数百条。

关于加大托幼工作力度，助推三孩政策落地的建议。

建议以社区为基础，服务社区内机关事业单位育龄妇女，

帮助解决 0~3 岁儿童托幼服务，缓解育龄妇女后顾之忧，

支持三孩生育，助推三孩政策真正落地见效。政府引导，

妇联牵头，社区为主，市场运作，社会机构介入，开展

托幼服务资格认证，利用双减政策后培训机构下岗人员，

凭托幼师上岗资格上岗服务。一来解决托幼服务，二来

解决部分就业，三来助推三孩政策落地见效。可以采取

先试点，获取成功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最终作为民生实

事在全省铺开。

湘妹子能量家园是由省妇联创新开发的一个妇女发展

赋能 APP，它以家庭为切入点、积分制为手段、大数据科

技为支撑，有行动就有积分，有积分就有奖励，目前在全

省14 个市州112个村进行试点，参与人数近 20万。下一

步建议，一是每个市州试点范围扩大到50 个项目村（社区）。

二是将“湘妹子能量家园工程”纳入 2022 年的全省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每个试点村给予一定标准的经费投入。三

是进一步加强湘妹子能量家园项目宣传推广应用，为妇女

发展赋能、为基层治理增效。

建议通过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建立婚恋交友平

台、支持把婚恋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目录等手段，倡导健

康婚恋观念，推进婚嫁友好。建议通过加强家庭婴幼儿

照护配套福利、缓解家庭尤其是女性抚育压力、保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等措施，营造优质生育环境，推进生育

友好。

为了促进家庭教育，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引导全

社会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

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设立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中心。

为全力提升我省 0~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建立

健全相关配套服务体系，建议一是尽快制订出台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以及服务质量的政策规范和行业标准，大

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二是加快推进托育从业职业培

训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培养、准入、

考核、奖惩和淘汰制度。三是成立由发改、教育、公安、

财政、妇联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细化部门

职责和分工，明确工作流程，建立统筹协调的托育服务

监督管理机制。

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强基础，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

入，特别是对农村山塘、渠坝等微小水利的修复；其次要

强产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产业发展的长效政策，鼓励

农业产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型，并在土地使用、项目资金、

规划培训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再次要强队伍，出台政策

鼓励农业类大中专毕业生加入“三农”领域，大力培养适

应现代农业需求的新型农民、农技员，积极引导有识之士

回乡创业和发展。

建议加强女性高层管理人员和女性领导干部

的培养，每个单位班子成员中要有女性，干部提拔、

职级晋升中同等条件下优先；提升妇联地位。让妇

联有热情、也有能力多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

将家庭教育、家风建设纳入干部考察范围。

在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创新创业显现其独特

的优势，希望能建立女性创新创业的专项扶持资

金、设立相关奖励基金等，给予更多的学习和创

业平台，让每个女性都能平等享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家园。

建议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的宣传力度，送法进社区、进农村；明确职责，

落实任务，将反家暴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提高家

暴行为人对被施暴人的损害赔偿标准。

乡村振兴除了发展乡村经济、生活基本设施改

善，更多的要关注留守儿童的思想、行为习惯的培

养。建议：监督家长担负起做家长的责任，尽可

能陪伴孩子成长；以村组成立“我们一起快乐成长”

爱心组织，定期与家长和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帮

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湖南作为茶业大省，建议抢抓战略机遇，统筹

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文章，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促进科、茶、旅有机结合，增强茶产

业综合竞争力，让茶产业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建议强化数据要素在“五好”园区建设中的支

撑作用，比如参考浙江省的先进做法，在省级层面

牵头成立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各市州成立大数据

局。尽早谋划工业元宇宙布局，抢抓工业领域研发、

设计、测试等虚拟场景的开发，推动工业发展。

作为教育大省，在“十四五”期间，建议优先

考虑着力构建高质量的教师教育体系。一要不断

优化布局结构。建议省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双

一流师范大学的领头作用、省内师范院校的主体

作用、重点综合性大学的补充作用，进一步凝聚

办好师范教育的强大合力。二要坚持特色内涵发

展，建议省里论证并启动卓越湘师培育专项计划，

努力打造湘字号教师教育品牌。三要健全保障激

励机制。首先要加大县城中学办学条件建设力度，

其次要加大乡村教师支持和培育力度。

目前，部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建议：

一是推进家庭教育。问题孩子的背后基本上都

是问题家庭，建议社会层面定期开展家庭心理

健康讲座，引导家长营造良好家庭氛围，让孩

子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二是建立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开展青少年抑郁、焦虑等

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科普宣传，开展

青少年抗抑郁防治工作。三是学校定期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引导他们认识自我、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建议教育、财政、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主

动担当，密切关注农村地区初中毕业后未继续

学习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将教育资源适当向

农村倾斜，在有条件的县、乡、镇等地建立职

业教育学校或开办培训班，给未成年人成长的

“最后一公里”保驾护航，为未成年人稳步走向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湖南是富饶美丽之乡，农业绿色生态产业

的发展极大程度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建议

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美丽乡村+休闲旅游”

的深度融合，让每一个城市都拥有既能以生态

美市（城市），还能以三产活市（市场）的“城市

后花园”。

建议湖南自贸试验区人才引进管理数字化

平台建设，要结合海内外人才流动的供给和园

区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构建结构合理、具有

竞争力的人才体系；人才引进、数据管理要上“云”

进“库”，相关职能部门要设立服务专员，为高

端人才提供一对一政策解答、精准对接等服务。

常德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宋磊

株洲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邹展晖

长沙市第一医院院长  刘激扬

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彭水平

邵阳市茶业协会会长  肖东红

常德市汉寿县妇联主席  何为

常德市鼎城区妇联主席   郑小林

怀化市会同县妇联副主席  阳艳琦

湖南省垄上行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华

株洲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局长  周琦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计算与随机数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 谢资清

邵阳工业学校教师  钟澜

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检察官助理 马艳君

湖南田园牧歌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钟瑛

英国湖南同乡会、英国湖南专家
学者协会主席 吴莉莉

如何更进一步做好革命文物和遗址的保护

利用工作，抢救性保护濒危革命文物，让文物

修复和馆校共建机制更加深入人心，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建议有更多红色文化人才得到培训、

重视，有更多高层次文化人才加入到文化传承

队伍里来，让红色潇湘基因永续，红色事业薪

火永传。

湖南党史陈列馆讲解员 谭丹

如今鲜有年轻人愿意加入非遗传承的队伍，

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建议能加大对非遗传承

人的资金与宣传扶持力度，加大对非遗传承人

的培养，给予市县级非遗传承人更多培养机会。

开展传承人的培训，扩大培训受众，丰富培训

内容。扶持非遗传承人工作室，规范非遗项目

的市场化运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香囊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戴芸伊

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  黄芳

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  黄兰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