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公社妇女主任到市妇联主席，她有工作“秘籍”
将家暴事件作为典型案

例通报、为少数民族地区外

嫁女争取土地权益、建立女

领导干部人才档案库……

从 1979 年担任怀化地区通

道侗族自治县双江公社（现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

镇）妇女主任起，吴庭菊就

与妇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公社妇联到市妇联，

吴庭菊在不同的岗位上竭尽

全力为妇女们做实事，维护

妇女群众的合法权益、鼓励

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

设、为妇女群众提供更多的

发展平台。近日，吴庭菊接

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

采访，回顾自己 20 余年妇

联工作的点点滴滴，讲述做

好妇女工作的“秘籍”。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吴庭菊，1959 年出生，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人，

1979 年至 1981 年担任通道

县双江公社妇女主任；1983

年至 1990 年担任通道县委

常 委、 妇 联 主 任；1990 年

至 1995 年担任通道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1995 年至

1998 年担任怀化地区（现怀

化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1998 年至 2003 年任怀

化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2003 年至 2009 年担任怀化

市委党校校长；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怀化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2013 年至 2015 年

担任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现已退休。

公社妇女主任定期开会
她将家暴事件当典型通报

1979 年，怀化地区通道侗族自治县播

阳公社 20 岁的吴庭菊通过选拔，成为了

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公社的妇女主任，就

此和妇联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公社的中心工作以发展经济为

重。”作为一名公社干部，吴庭菊和其他

人一样，被安排到双江公社马家坝大队驻

村，“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吃住都在村民

家里，睡的是木地板，吃的是粗茶淡饭，

和群众处成了一家人”。每天，吴庭菊还要

和村民们一起，到地里干活，“这样可以更

好地掌握公社稻田、林木、畜牧养殖等生

产资料，做到心中有数”。

而作为一名妇女主任，吴庭菊还要平

衡好公社中心工作和妇女工作，不仅要清

楚公社妇女的情况，鼓励妇女们参与到经

济建设工作中，“真正发挥出妇女‘半边天’

的作用”，还要熟悉困难妇女情况，及时

给予帮助。于是，她和各大队妇女主任们

约定好，每个月定期开展一次会议，汇报

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

一次，在妇女主任会议上，一名大队

妇女主任向吴庭菊求助，村子里一户人家

的丈夫动手打了妻子，“全大队都知道了”。

忙完手上的工作后，第二天下午，吴庭菊

立即前往家暴事件所在的大队，“一边走

一边问”，到了傍晚，终于摸索着到了目的

地。

当天晚上，吴庭菊留宿在大队妇女主

任家中，她趁机向前来串门的妇女打听家

暴当事人的情况。大队妇女主任悄悄扯了

扯吴庭菊的袖子，希望她不要张扬，“因为

当时在很多人眼里，家暴只是家庭纠纷”。

第二天，吴庭菊找到了当事人，询问

到了前因后果，原来，是男方怀疑妻子出

轨，动手打了妻子。了解到双方都不想离

婚，吴庭菊就开始做工作，“那个时候比较

简单，谁有错，我就批评谁，直到他意识

到错误，并承诺不再犯为止”。

在吴庭菊的教育下，男方愧疚地向女

方道了歉，两人和好。此后，这一对夫妻

碰到吴庭菊，就会主动打招呼，“这件事后，

他们很少发生争吵”。

这起家暴事件也被吴庭菊作为典型案

例，在全公社通报，“让大家知道，家庭

暴力不仅仅是家庭纠纷”。

 

维护外嫁女土地权益
她“接地气”的提议得到支持

1981年，吴庭菊到省委党校学习，毕

业后，留校担任教员。1983 年政府机构改

革，吴庭菊回到通道县，担任县委常委、

县妇联主任，“县妇联的工作重点是围绕中

心工作，开展妇女工作，这要求妇联主任

要更加专业”。

一次，一个妈妈带着女儿来到县妇联，

向吴庭菊求助。原来，女孩被熟人性侵。

得知这件事情，吴庭菊立马带着这对母女

前往医院检查，同时联系了公安部门，“民

警们反应非常迅速，控制了嫌疑人”。很快，

嫌疑人被判刑。

“这个妈妈的行为在当年，非常罕见且

不容易。”吴庭菊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不仅是性侵案件，大部分妇女群众秉持着

“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在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不愿意向妇联或者公安机

关求助，因此，在下乡过程中，吴庭菊和

县妇联的同事们还要不断地向群众宣传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普及相关法律。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

下发相关文件，调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

任制，“当时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

“但这一做法并不符合以侗族人口为主的

通道县的情况。”吴庭菊解释，“侗族的婚

姻习俗有着‘三年上、五年下’的说法”，

意思是指夫妻结婚后，三年到五年之内，

女方可以住在娘家，也可以夫家、娘家轮

流住。

鉴于这一习俗，部分村庄认为，“嫁出

去的妇女都不参与土地的承包”。为此，

吴庭菊经常在各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划

分责任田，讨论外嫁女是否拥有土地权益

这一问题。因为总是召开会议，村民们给

吴庭菊取了一个外号，称呼她为“嗓门大

的人”。

见土地承包工作迟迟没有推动，吴庭

菊大胆地向县领导提出，从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出嫁女婚后三年内

应该在娘家享有土地权益，三年后应在夫

家享有土地权益，“既落实好了中央的政

策，又符合通道当地的实际情况”。

吴庭菊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县领导的支

持，很快在通道县坪坦乡等地率先实施。

见这一做法确实有效果，不少乡镇纷纷效

仿。“妇女群众对县妇联的印象很好，她们

知道，我们会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她是怀化市首任妇联主席
建立女干部人才档案库

 因为工作优秀，1995 年，担任通道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吴庭菊被调任至怀化

地区（现怀化市）担任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

一到地区妇联，吴庭菊马上就接手了

维权工作，并接下了代表妇联开设幼儿园

的任务。

在此之前，湖南省妇联下发相关文件，

鼓励各地妇联积极发展实体经济，为此，

怀化地区妇联一直想要在中心市场附近创

办一所幼儿园，方便市场内的适龄儿童上

学，但迟迟未能动工。

到地区妇联报到的第二天，吴庭菊就

带上少儿部的同事前往中心市场调研，了

解市场内孩子们的情况，查看有多少适龄

儿童。

“当时手上并没有太多建设资金”，于

是吴庭菊一边解决幼儿园的基础建设，一

边和少儿部的部长开展招生工作。在吴庭

菊的推动下，1995 年 9月1日，中心市场

幼儿园正式开园，市场内的 100 多个学生

顺利入园读书。

随后，在地区妇联的支持下，吴庭菊

又创办了家政服务公司，为不少妇女提供

了就业机会，也解决了不少家庭的后顾之

忧。

1998 年，怀化地区撤销，改设地级怀

化市，吴庭菊担任市妇联第一任党组书记、

主席。

在吴庭菊担任市妇联主席期间，每年

“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她都会将市委

市政府各部门、机关的女领导干部聚集在

一起，举办座谈活动，彼此之间交流心得、

学习经验，“这大大增强了女领导干部的凝

聚力”。

为了给女干部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吴庭菊搜集来了全市的女领导干部档案，

在电脑中建立了一个“怀化市女领导干部

人才档案库”。

得益于此，每当组织部门需要选拔领

导干部的任职人选时，吴庭菊就提供推荐

名单，“大部分推荐的女干部都获得了更

大的发展舞台”。

“依靠组织、依靠团队、依靠群众，是

搞好妇女工作的关键。”回想起近 20 年的

妇联工作生涯，吴庭菊说，妇联工作要围

绕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做实事，

在这过程中，要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敢

于创新，为基层妇女群众发声，维护好她

们的合法权益，凝聚优秀女性，为她们提

供更大发展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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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湖南省妇联成立 70 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省妇联组织将继续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
动员各族各界妇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
奋斗篇、先锋篇、强国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妇联篇”专题报道，聚焦 70 年
来各个年代有代表性的妇联人进行宣传报道，讲述老一辈妇联人砥砺开拓和新时代妇联人接续奋斗的动人故事，讲述她们眼中妇女
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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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市妇联主席期间，吴庭菊为怀化市机
关妇委会主任进行业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