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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成立         周年特别报道

“娘家”首设权益部，跨省千里救助被拐卖妇女

1953 年，湖南省民主妇联正式成立；2023 年，湖南省妇联成立 70 周年。
为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湖南妇女工作取得的辉煌成就，回顾湖南妇联组织发展的光辉岁月，激励新时代妇联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推出“七十芳华正青春——湖南省妇联成立 70 周年”专栏报道及 VR 云展厅，全景式、多维度、立体
化讲述湖南省妇联 70 年发展历程，生动展现一代又一代妇联人用丹心和汗水浇灌妇女事业之树，书写无限忠诚、接续奋斗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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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妇

女工作方针，湖南省妇联在机构改革调整中撤销福利部，设置“维护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部”，简称“权益部”，配备专职干部9 名。各地

妇联均相应设置权益部，县（市）妇联配备维权专干，明确主任或副

主任分管。到1984 年底，全省有县以上维权专干143 名，其中中青

年干部占72％，70％的专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89.5％的专干经过法

律培训，为推动全省维权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87年1月21日，湖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23 次会议通过了省妇

联起草的《湖南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

1983 年 9月6日，经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同意成立湖南

省妇女界法律顾问处，与权益部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共有干部

9 名，其中律师4名，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大事记】

【故事汇】

整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郭玲

1979-1994 ②

 随着妇儿维权领域的拓宽，

作为省综治委成员单位，湖南省

妇联一直把参与社会综合治安

治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湖南

有些地方出现拐卖妇女现象。省

妇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将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狠 刹

拐卖妇女歪风列入妇女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来抓。

1983 年 10 月，开展了全省“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月”活

动。这一活动，提高了全社会对

维权重要性的认识。全省成立了

5024 个领导小组，拨款 27 万多

元，处理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老大难”问题 2 万多起，打击

了一大批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分

子，成年人的受教育面达 80％。

1991 年 3 月，省公安厅和省

妇联联合召开会议，贯彻全国“打

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和查禁取

缔卖淫嫖娼工作会议”精神，随

后又召开全省 22 个重点地、市、

县“打拐”工作座谈会，全面部

署“打拐”专项行动。

在 1991 年专项行动中，各级

妇联干部配合公安等部门深入乡

（镇），逐村（街）逐户调查摸底，

登记造册，分类建档，掌握辖区

内应打击、帮教、解救的对象和

基本情况，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

为准确打击犯罪分子、解救受害

妇女儿童提供了大量线索。其中，

湘西自治州从县（市）妇联抽调

14 名懂法律的年轻干部，与公

安等部门一起组成 46 人的解救

组，先后到河南、河北等 13 个

省市，解救妇女儿童 336 名。

在河北省无极县郭庄镇解救

被拐妇女符某时，湘西州永顺县

妇联副主任刘丽民一行遭受 300

多名当地不明真相群众的数小时

围攻，在寒冷的天气下，刘丽民

坚持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消

除群众误解，将符某母子解救

回原籍。

到 1991 年， 各重 点 地 区先

后开展打拐行动 100 多次，抓获

人贩子 1800 余名，解救妇女儿

童 2100 余名。

1983 年 7 月，湖南省妇联权益部正式成立后，根据新时期妇

女工作方针，在宣传法律知识、培训维权骨干、加强调查研究、

处理来信来访等方面尽职尽责，以维护妇女参政、劳动、婚姻、

人身各方面的权益为己任，为困境妇女排忧解难送温暖，被广大

妇女亲切地称为“娘家人”。

制定地方法规是维护妇女

权益工作中一个治本性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大、省政府根据湖南实际，

注意将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的问

题列入地方法规的重要内容，

从而保证了妇女权益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1978 ～1990 年，在湖南省

各种地方法规中涉及妇女权益

的规定有数十条。湖南省妇联

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反馈问题

信息，在为政府制定维权法规

提建议、当参谋等方面做了许

多工作。

1983 年 5 月，湖南省第六

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部分

省人大代表提出保护妇女合法

权益议案。9 月，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出了《关

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决

议》。随后，又责成省人大法律

委员会起草关于保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1984 年，湖南省妇联法律

顾问处受省人大法律委员会委

托，着手起草《湖南省保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若干规定》（简

称《规定》），经过 6 次反复修

改，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各

级妇联意见的基础上，1987 年

1 月 21 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23 次会议通过了省妇联起草的

《湖南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的若干规定》。

《规定》指出 ：“招工招生

分配、提职晋 级、评定职 称、

工资报酬、分配住房、划分责

任田以及遗产继承中都应男女

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借口歧

视妇女”，并重申禁止包办、买

卖婚姻，取缔嫖娼卖淫活动，

严禁拐卖妇女儿童、虐待女婴

等，并配合法院审理侵犯妇女

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 4333 起，

依法处理残害妇女儿童犯罪分

子 2567人。

省妇女界法律顾问处成立

1983 年 3 月 14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发出（1983）18 号文

件，转发了全国妇联党组《关

于县以上妇联逐步设置法律顾

问机构的报告》，同意在县以上

妇联建立法律顾问机构。同年

9 月 6 日，经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会议决定，同意成立湖南省妇

女界法律顾问处。1983 年 12 月

19 日 ~1984 年 1 月 2 日， 湖 南

省妇女界法律顾问处成立大会

暨法律顾问工作座谈会在长沙

举行。大会交流了各地贯彻中

共中央指示精神的情况和经验，

讨论了湖南省妇女界法律顾问

处工作细则。

省妇女界 法律顾问处成 立

后，与权益部实行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工作中得到省司法厅、

省律师协会的帮助和社会各界支

持，较好地发挥了依法维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

1985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

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在全国

开始每 5 年为周期的普法宣传

工作。

省妇女界法律顾问处采取多

种形式，配合“一五”“二五”普

法工程，在妇女群众中扎扎实实

地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图片展览、

案件分析等活动，将普法与妇联

开展的“四有”“四自”教育，“双

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等相

结合，将普法内容编入活动宣传

资料、编入各类培训教材等，掀

起了普法学法热潮。

“一五”普法中，省妇联机

关及直属单位 121 名普法对象

全部提前一年学完“十法一条

例 ”， 普 及、 验 收 合 格 率 均 为

100%。全省 5023 名乡以上妇联

干部普及、合格率为 100%，1/3

以上的村妇女主任能运用所学

的法律条款处理发生在本村的

一些问题。妇联干部的法律意

识得到加强，法律知识更加丰

富，依法办事能力进一步提升。

为来访中的困境妇女解燃眉之急
1986 年以来，省妇联 从 业

务费中挤出部分经费，补助来信

来访中生活极度困难的妇女。有

的解决返程路费，有的安排餐

宿。对有的来信反映遇上天灾人

祸或重病急需解救的妇女，则通

过当地妇联调查落实，证明情况

属实后给予补助费。

1987 年 9 月，湘潭县某乡年

仅 9 岁的庄某，被人强奸后遍体

鳞伤，患上严重的妇科病，无钱

医治。其母携她来省妇联上访，

省妇联给予医药费补助，帮助小

姑娘身体痊愈。来信来访的妇

女群众中，有相当部分妇女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造成无家可

归，有家不能归的情况，县以上

妇联每年都要接待 1000 余起。

1988 年 1 ～10 月，省妇联 就受

理了150 多起。为解决她们的暂

时 困 境，1988 年 4 月， 省 妇 联

争取民政部门资助拨款 10 万元，

在浏阳县的蕉溪乡创办针织厂，

从事各类毛衣的编织，吸收当地

贫困妇女、军烈属妇女为基本工

人，对来省妇联上访上述情况的

妇女，予以妥善安排。

1983 年至 1990 年，省妇联

共处理群众 来信来访近 2 万件

次。从 1984 年开始，省妇联先

后深入乡镇、企业，就改革时期

妇女从事个体经营、妇女富余劳

动力、私营企业女帮工等问题进

行了调查，编印《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个体经济政策问答》

等书共 11.5 万册。

跨省救援，她在数百名群众围攻下突围

1987 年 1 月，
省人大常委
会颁布《湖南
省保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
益的若干规
定》。图为长
沙市妇联街
头宣传咨询
活动。（图源
/《湖南省志

（1978-2002）
·妇 女团体
志》）

1992 年，省妇
联 成 立 正 大
律师事务所为
妇女儿童提供
法律帮助和服
务。图为省妇
联领导与事务
所律师、工作
人员合影。（图
源 /《湖南省志

（1978-2002）
·妇 女 团 体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