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妇女健康水平，全面保障妇

女参与决策管理权利，为她们

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

件、搭建平台。要让儿童成长

更加全面，落实好儿童优先原

则，优先发展儿童教育，优先

保障儿童健康，优先拓展儿童

福利，进一步优化儿童发展环

境，形成关爱儿童的良好社会

氛围。要让妇女儿童权益更有

保障，全力筑牢法治屏障，严

厉打击侵害犯罪，有效强化网

络保护，全方位保障妇女儿童

权益。要让家庭生活更加幸福，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努力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抓好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弘扬良好家

教家风，为家庭赋能。

 黄芳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

议，她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省委、省

政府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部署

要求，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加

强未成年人保护，提高妇女儿童

健康水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推进新时代湖南妇女儿

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会议是湖南省政府妇

儿工委优化调整后的第一次全

体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湖南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工作规则》《湖南省人民

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细则》《湖南省人民政府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

位职责》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联

络员工作职责》。

 湖南省政府妇儿工委各成

员单位委员及省政府妇儿工委

办工作人员等近40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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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周雅婷 通讯员 欧阳振华 曹

亮）近日，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正式印发《关于将部分辅助生

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的通知》（下称《通知》），

将 8 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

项目统一纳入全省基金支付范

围。该政策自今年 10月1日

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此次发布的《通知》，将

取卵术，胚胎培养，胚胎移

植，组织、细胞活检（辅助生

殖），人工授精，精子优选处

理，取精术，单精子注射 8

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

统一纳入全省基金支付范围。

同时，辅助生殖服务项目政策

范围内费用不设起付线，按职

工医保 70%、城乡居民医保

50% 的比例进行支付。

省医保局表示，辅助生殖

服务项目待遇标准将根据基

金运行情况、筹资水平等因素

适时调整。

记者从中信湘雅生殖与遗

传专科医院了解到，10月1日

起，中信湘雅已按照政策为居

民进行医保结算，参保人进

入“试管婴儿治疗周期”后至

取卵术后 3 天或移植后10 天

内，携带身份证即可进行医保

登记或结算。需要注意的是，

辅助生殖待遇仅限辅助生殖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支付。医院

将严格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规范，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和

支付标准，为符合条件的参

保人员提供辅助生殖服务。

政策全面落地，将造福更

多家庭。而此前，为让更多

渴望新生的家庭迎来好“孕”，

在湖南省妇联指导下，今日女

报凤基金、中信湘雅爱心助

孕基金会联合发起了阳光助

孕大型长期公益项目“兰梦计

划”，并开展义诊、公益调研、

公益巡讲、爱心助孕等一系列

活动，帮助众多困境家庭迎来

了新生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江

昌法 吴小兵）近日，湖南省政

府妇儿工委全体会议在长沙召

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

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务院妇女

儿童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精神，总结一年多来湖南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情况，审议省

政府妇儿工委相关工作职责，

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省政府

副省长、省政府妇儿工委主任

蒋涤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

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妇儿工委

副主任陈旌传达学习国务院妇

儿工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

省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省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黄芳作工作

报告。

 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妇

儿工委主任蒋涤非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要从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忠诚实践“两个

维护”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颜

晓红） 10 月 6 日，湖南省人社厅

发布 2024 年湖南省工资指导线，

其中湖南省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

为 6%，下线为 3%，上线为 9%。

2024 年工资指导线适用于湖

南省城镇各类企业和按照企业经

营方式进行经营性活动的各类机

构、团体。工资指导线是政府向

企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

建议，属于指导性信息，主要为

企业工资增长的指导线和参考线，

无强制性。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据

工资指导线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合

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对

工资水平偏高、工资增长过快的国

有企业，按照有关规定从严控制其

工资增长。对经济效益比上年有

较大增长幅度或扭亏成效显著的企

业，可在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和上

线区间内协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

现有工资水平已超过所在地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 2 倍的企业和经济效益

比上年增长幅度较小的企业，可在

工资指导线的下线与基准线的区间

内协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当年效

益情况与往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企

业，可结合自身实际参照下线确定

工资增长幅度；确因生产经营困难，

没有条件增加职工工资或难以保障

原工资水平的的企业，职工工资可

以零增长或负增长，但应通过征求

职工意见或交由职代会讨论等民主

程序，向职工说明情况，并且支付

给提供了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湖南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

全力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妇女儿童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紧迫感。要把促进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同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结合起来，

紧盯妇女儿童发展重难点问题，

确保湖南妇女儿童发展“十四

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自 2023 年以 来， 我 省 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稳步向前：妇

女“两癌”综合防治能力不断增

强，筛查率分别达到 100.68%、

83.57%；公 办幼儿 园占比 达

57.7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1.17%；衡阳、益阳纳入第三

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首次纳入全

省重点民生实事。

 会议强调，要压实主体责

任，全力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

质量发展。要让妇女人生更加

出彩，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大力支持妇女创业就业，稳步

8 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省医保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胡思蕊）自2024 年 10月起，

湖南省将开展为期三年的守护

青少年健康成长行动。近日，

《湖南省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年行动方案》（下称《行动

方案》）出台，以“五大行动”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

青少年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

全面发展，营造良好学习成长

环境。

扎实开展“家庭守护”“教

育守护”“社会守护”“平安

守护”“司法守护”五大行动。

家庭教育方面，《行动方案》

中强调，强化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监护监督和家教家风建

设，落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

建 设， 到 2027 年 9 月 底，

全省各市州和 80% 以上的县

市区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中心，全省幼儿园、中小学

校、城乡社区普遍建立家长

学校。

 与此同时，深入推进全

省“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

引导和规范相关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未成年

人保护；加强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组

织、教唆、引诱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强

迫、引诱、容留未成年人卖淫

和涉毒品犯罪等。

湖南实施“五大行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湖南工资迎来“普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李成辉）当前，从中央到地

方，一系列以旧换新政策相继

落地，以旧换新加速走进百姓

生活，成为消费升级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为更好地帮

助消费者掌握湖南省家电以旧

换新政策，享受家电补贴红利，

省消保委日前发布 2024 年第

六号消费提示：“家电以旧换

新 享受补贴红利”。

消费者要关注活动内容，

了解补贴标准、产品范围、操

作步骤以及活动门店，可通过

银联云闪付App首页搜索“湖

南家电补贴”小程序，进行

线上实名认证，完成资格核验

后领取家电补贴券，在参与

企业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家电产

品，按产品销售价格享受相关

比例折扣。要注意的是，目前

只有在线下企业消费才可享受

补贴，相关部门正推进京东等

线上平台参与。此外，享受家

电补贴并不要求回收旧家电。

消费者若有处理废旧家电需

求的，交售的废旧家电回收价

格由消费者与销售企业 ( 或回

收企业 ) 协商确定。

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要

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和商家

进行以旧换新。及时检查产品

的质量、型号和功能，确保与

宣传一致。如出现消费纠纷，

与商家协调不成的，可拨打

12345 或 12315 进行投诉。

以旧换新，关注“湖南家电补贴”小程序
湖南省消保委发布第六号消费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