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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岗不换心，她 27年护“她”周全

日前，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妇联关于表彰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湖南省 30 个单位和 31 名个人分别荣获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 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

作，形成尊重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良好社会风尚，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和今日女报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三湘妇女儿童维权先锋”系列报道，

展现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典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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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妇女儿童维权先锋

这两天正是湖南“两
会”时间，岳阳市人大代
表、岳阳楼区三眼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袁香回忆起自
己参加“市两会”的那天
早上。

那时，上午的代表团
讨论还未开始，袁香翻开
桌上的书本《心态》静心
阅读，书页在指间滑过，
里头的新旧折痕，留下了
不少时光的印迹。

“作为一名从妇联走
出来的基层干部，处理民
间纠纷，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要有阳光心
态，以和气施政。”知性、
干练、语气温和，袁香亲
切得仿佛邻家大姐姐一
般。可每当有妇女遭遇家
暴，幼儿因家庭困境变得
营养不良，孩子上学被父
亲阻挠等问题，袁香总会
展现出刚强的一面。

从村妇联主席到分管
副书记，再至岳阳楼区妇
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库
区移民管理中心党组书
记、三眼桥街道党工委书
记，尽管职位几番变化，
袁香却始终坚守初心，时
刻为妇女儿童撑起权益

“保护伞”，27 年护“她”
周全。基于此，2021 年
12 月，袁香被全国妇联
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个人”称号。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阳婷）“湘菜美食，汇聚长沙，

欢迎大家选购长沙农产品，轻

轻松松购年货，欢欢喜喜过大

年！”1 月 16 日，长沙市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二级巡视

员文方来到“出手吧姐姐，湘

妹子带年货来了”长沙直播间，

与主播们互动交流，为本地农

产品代言，发动广大网友消费

助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充分发挥巾帼力量，

有效助力乡村振兴，省妇联联

合芒果振兴云超市共同推出

“出手吧姐姐，湘妹子带年货

来了”新年消费助农活动。1

月 15 日、1 月 16 日，长沙市

妇联年货直播间开播，11 位

主播依次上台，为自己的美食

代言。

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2

月 28 日，其间网友们可以通

过芒果云平台下单购买农产

品，携手助农。

2021年 3月，袁香调任至

岳阳楼区三眼桥街道办事处担

任党工委书记。可刚上任没多

久，就遇上了棘手事。

原来，刘妮（化名）离婚后，

女儿随前夫生活，但为了让女

儿上更好的小学，刘妮就在当

地的朝阳小学附近买了房子，

并想把女儿的户口迁来方便上

学，没想到，遇到前夫极力阻扰。

“她绝对是想把孩子‘抢’走！”

为此，两人差点打起官司。

袁香得知情况后，遂与街

道妇联主席一同上门做刘妮前

夫的思想工作。“放心咯，法院

将孩子判给了你，只要抚养权

没变更，孩子她（指刘妮）肯

定‘抢’不走。”最终，经袁香

多次劝说，刘妮的前夫同意将

女儿迁户，顺利入学。

除了让孩子教育不落后，

每当妇女遭遇家暴时，袁香也

扮演着“保护伞”的角色。

有一次，一名妇女跟袁香

诉苦称，丈夫不仅不做家务，

还长期对她实施家暴，政府领

导几次找丈夫谈话，丈夫都是

“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对此，

袁香想了个主意。

“当时我给王娟（化名）临

时找了个包吃包住的零工活，

结果，她上班没几天，丈夫就

找到了妇联，希望妻子能够回

家。”想到王娟的遭遇，袁香

一时也来了脾气，当面反问：“你

不是经常打她吗？没有她在身

边，你更自由啊。”最后，男子

在连连保证“不吵架，不打人”

后，才将王娟接回家。

近年来，袁香一直致力于

法律维权服务，积极参与组织

妇女维权知识讲座，为遭受家

庭暴力的妇女申请法律援助，

主动联合相关单位上门进行调

解，先后接待和处理维权案件

30 余起。

袁香坦言，在街道工作将

近一年时间，每天上门求助、

反映情况的居民数不胜数，但

自己每次都会耐心、用心倾听

他们的诉求，将所有的矛盾都

化解在温情之中。“只要是对群

众有好处的事，我都会尽力去

做，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用

情感受他们的难处，主动作为、

积极回应、一追到底，为他们

解决身边的难事，争做群众的

‘贴心人’。”

为村妇守护婚姻
少有人知道，当时间回溯至

27 年前，初入职场的袁香近乎

是咬着牙熬过来的。

1995 年 8 月，刚从农校毕

业后的袁香被分配到岳阳市北

港村从事妇联工作。“那时，

它是全区最穷的村子。”工资，

是不定时发放的；食堂，村里

是没有的，身为村干部的她一

日三餐很“随缘”，有时得厚

着脸皮去村民家蹭饭。到了晚

上，睡觉的床也没有一张，更

多的时候，她都是搬来几把木

椅，在办公室里拼凑着“对付”

一宿。

可即便这样，袁香丝毫没有

懈怠，坚守自己的岗位——白天，

她挨家挨户走访，晚上，将每

家每户的情况一一整理，很快，

全村大部分家庭情况她都熟记

于心。

作为妇女的“娘家人”，孩

童的“守护者”，那些缺乏关爱

的留守孩子、饱受疾病折磨的

贫困妇女、无人照顾的老弱病

残，是袁香一直惦记的人。

一天，村上的妇女陈巧（化

名）跟袁香反映称，自己的丈夫

刘勇（化名）不但出轨，还常对

其侮辱谩骂。对此，袁香和村

干部多次向刘勇父母及其邻居、

亲戚进行详细调查。待确认事

实后，袁香将刘勇的所作所为向

所在乡镇汇报并进行公开批评。

不料，刘勇恼羞成怒后要离婚。

“我的脸都丢光了，这日子还怎

么过？”陈巧不想离婚，于是又

找到了袁香。

为此，袁香前往刘勇家多

次劝说，尽管公婆也与陈巧统

一“战线”，但刘勇仍坚持离婚。

无奈下，袁香又找到当地法院的

相关负责人共同调解。最终，夫

妻俩重归于好。

袁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任职妇联主席时，村里的

妇女有任何事情，只要能帮得上

忙，她从不含糊。空闲时，她也

带头尊老爱老，帮助村中老人干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就是看不

得别人受苦。”她如是说。

正是秉着“娘家人”的细

心、耐心和关心，袁香在心底

暗暗做了决定，“不论从事什么

岗位，都要尽心尽力为妇女儿

童和老人排忧解难”。过去 27

年来，袁香始终践行着护“她”

周全的初心，做妇女儿童的“贴

心人”。

让大山孩子吃饱饭
时隔数年，袁香仍清晰记得

她帮扶过的贫困户张爱梅（化名）。

那是 2016 年的一天。袁香在

走访岳阳楼区郭镇乡时，无意中

看到贫困家庭张爱梅的情况介绍：

“儿子因病早逝，儿媳改嫁，留下

三个孩子丢给老两口，无依无靠

无生活来源。”看到这，袁香当即

向扶贫专干了解情况，并主动请

求把这户人家作为自己的结对帮扶

对象。

但第一次来到张爱梅家，眼

前的一幕让袁香感到心酸、震

惊。“老人的三个孙子都严重营养

不良，一个个矮瘦矮瘦的。而且，

全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餐，饭菜主要

是土豆，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

到。甚至，小孩自从出生后还没

见过牛奶。”

从那以后，袁香隔三岔五地就

往张爱梅家里跑，在家门口，两

人拉一条板凳坐下，就唠起了家常。

“孩子最近学习怎么样？”“家里还

有哪些困难？”“农忙时需要帮忙，

随时告诉我。”既然是帮扶对象，

袁香自然没有空着手上门的道理，

茶米油盐、床被、孩子的学习用具，

她统统都会带上。

可临走时，张爱梅执拗的性格

又犯了，一把抓起袁香提来的“见

面礼”连连退还。“你帮了我们这

么多，这礼我不能收。”每当这时

候，袁香最感“头疼”，总是不得

不想尽办法将张爱梅支开，将生

活物资“藏”其家中，再悄悄离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香的工作

变得愈加繁忙，但依然心系张爱

梅家的点滴变化。

袁香常鼓励张爱梅散养些家

禽牲畜，种植些茶树、油菜，待

成熟季节，她又主动为其寻找销

路。除此之外，她还联络朋友为

张爱梅丈夫在工地谋得一份合适

的工作，帮助全家尽早脱贫。张

爱梅的家搭建在山沟沟里，道路

坑洼弯曲，每每遇上赶集往镇上

来回走一趟，就需要耗费大半天时

间。为了方便张爱梅一家出行，袁

香多次与相关单位部门沟通协调，

最终成功将其家门口的泥巴路铺

成了平整水泥路。

张爱梅家里的变化，只是袁

香帮扶贫困户的一个缩影。此后，

她经常带头组织开展就业帮扶活

动，为岳阳楼区的乡村、社区贫困

无业妇女提供就业信息、创造就

业条件。如今，曾经的贫困户一

个个摘掉了“穷帽子”，日子过得

愈加红火。

给反家暴撑起“保护伞”

“出手吧姐姐，湘妹子带年货来了”

长沙市妇联官方直播间开播

袁香（右
一）积极
为民排忧
解难，群
众送锦旗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