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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共筑温暖成长路共筑温暖成长路
□ 王雅妮

倾情关爱、暖心陪伴、悉心呵护……我市各级

妇联组织持续推进“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汇

聚爱心暖流，滋润着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心。

去年，离石区妇联招募335名爱心妈妈和12个

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与全区 150 名困境儿童结

对；临县妇联组织举办“爱心妈妈”赋能培训会；方

山县组织“爱心妈妈”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从集体关爱到“一对一”“多对一”精准结对；从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到常态长效开展日常关爱；从节

日物质慰问到更加关注亲情陪伴和心理关爱……

爱心妈妈们点点滴滴的关爱凝聚在孩子们心中，不

仅在全社会形成了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浓

厚氛围，也让关爱服务工作更加精准，支持保障力

度进一步加大，以实际行动当好留守困境儿童成长

的引路人、权益的守护人、未来的筑梦人。

“爱心妈妈”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注入孩子们

的心田，给予他们前行力量。而凝聚各方合力，才

能更高效、更温暖传递爱，给留守儿童更多心灵的

关怀，让他们更加健康快乐成长。从政府部门来

看，要积极主动作为，把关爱留守儿童的各项政策

部署落到实处，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从社会层面来看，学

校和家庭要更多关注儿童健康成长，除此之外需

要拓展“爱”的平台，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关爱留

守儿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关爱。

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

的希望。让我们共同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积极行

动起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们

一起努力，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温暖、关爱、充满

希望的成长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去 年 以

来，离石区妇联通过深入调研、广泛借

鉴，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性推出“爱心妈

妈”结对关爱“3+3+N”工作法，让爱有

心、情有系、护有方，扎实推进“爱心妈

妈”结对关爱工作走深走实。

全市“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启

动后，该区妇联第一时间发布“爱心妈

妈”招募令，号召机关干部带头加入、企

事业单位积极响应、社会组织广泛参

与，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募培训

方式，共招募事业机关、心理咨询、教

师、司法部门、企业等行业内“爱心妈

妈”335 名，与全区 150 名“三类儿童”成

功结对，“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实现 100%
全覆盖。

健全“三项机制”，推动管理机制长

效化、工作机制规范化、赋能机制系统

化。该区妇联同区委社会工作部，法

院、检察、公安、教体、民政、卫生健康等

部门联合印发《离石区爱心妈妈结对关

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2024 年工作方

案》，进一步明确关爱对象、关爱内容、

工作重点，构建“爱心妈妈+妇联执委+
巾帼志愿者+社会公益力量”为一体的

协同关爱帮扶队伍，采用“一对一”“多

对一”等关爱方式实现全区 150名“三类

儿童”“爱心妈妈”100%结对，建立完善

一支含心理咨询师、教师、司法干警、企

业家等群体的“爱心妈妈”志愿队；建立

困境儿童动态管理机制，动态更新基础

台账和结对帮扶关爱台账，做到排查走

访不漏人、关爱帮扶不缺位，实现“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关爱帮扶，推动

“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常态化长效

化。健全常态化关爱困境儿童机制，制

定“爱心妈妈”工作指导手册，规范推进

关爱帮扶常态化，实现困境儿童思想有

引领、安全有保障、健康有呵护；用活属

地资源，依托红色教育基地、文旅科创

小镇、山西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离 石 区 城 东 小 学）等 ，组 织“ 爱 心 妈

妈”、困境儿童“小家庭”常态化开展校

外实践研学；依托妇女之家、妇女微家、

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指导服务中心等阵

地，开展“爱心妈妈”常态化赋能培训，

通过法律知识、儿童心理学健康、沟通

技巧、教育方法等方面专业化的培训，

提升“爱心妈妈”的关爱帮扶技能，促使

结对关爱帮扶更高效。截至目前，共开

展“赋能提升”培训活动 6 场，辐射受益

1000余人次。

创新“三种模式”，创新团队模式、

阵地模式和运行模式，梳理整合公检法

专业人员、律师、医护、教育工作者等各

专业领域的“爱心妈妈”队伍，链接融合

各行业资源，开展对应领域专业帮扶，

确保关爱工作的有效性。目前，已孵化

链接心理健康咨询、医疗服务、法律咨

询、课业辅导、非遗传承等共 9个关爱帮

扶品牌课程；依托山西省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离石区城东小学、小博士幼

儿园）成立“爱心妈妈”工作站，就近就

便链接资源，搭建爱心妈妈和留守困境

儿童沟通交流互动的阵地和平台，让留

守困境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亲子

阅读、兴趣培养、社会实践、健康教育等

暖心服务。依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

心，凭借课程多元化与师资专业化的优

势，“爱心妈妈”为困境儿童带来的帮助

是全方位的。让开展工作有地可去、让

困境儿童有处可依、让爱心妈妈有力可

借；建强网上阵地，充分发挥互联网优

势，区、乡、村（社区）三级建立“爱心妈

妈服务群”，及时发布需求信息、征集活

动方案、交流工作经验，让关爱帮扶有

处可寻；建立系统联动、部门联动、社会

联动“三联动”的协调机制，实现关爱救

助多渠道、教育引导全方位；建立“三色

卡”档案管理机制，对全区 11个乡镇（街

道）169个村（社区）内的 150名困境儿童分类管理，提升服务有效

性；建立“三心关爱”服务机制，通过“爱心传递、贴心关爱、暖心拥

抱”活动，打通爱心流动的渠道，实现关爱帮扶月月有活动，时时

有关爱。

在具体的关爱活动中，以强化思想引领，加强安全教育，深化

结对帮扶为抓手，开展以讲党史故事、红色经典诵读、英烈事迹故

事会等多种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书香飘万家”等主题亲子阅读

活动 10场次，组织参观文旅科技小镇、劳动教育体验、研学等社会

实践活动 5 场次，参与人数 1000 余人次。利用微信公众号，强化

防溺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儿童安全保护知识的宣传，累计推

送文章 10余篇。开展流动课堂、微宣讲、互动演练等各类安全教

育活动 5 场次，参与 50 余人次。依托“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形

式，“爱心妈妈”们根据自身优势创新关爱内容，通过与孩子共写

一张结对卡、共进一次爱心餐、共读一本经典书、同观一部微电

影、共赴文化研学、共度节日（儿童节、端午节）等形式为孩子们提

供富有内涵、乐于参与的关爱活动，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润泽心灵。自去年 4月中旬开始以来，全区“爱心妈妈”已开展

爱心活动 30余场次，支援关爱物资累计达 6万元。

该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改玲主席表示，区妇联将持续深

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不断广泛汇聚社会各界的爱心力

量，持续优化创新帮扶举措，让每一个留守困境儿童都能在无微

不至的关爱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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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圆人圆事事圆，福满禄满喜乐满。

新春的喜庆尚未消散，元宵节的欢乐已扑

面而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增进社区居民间

的交流，方山县各社区党群服务阵地开展

丰富多样的元宵主题活动，为社区居民带

来了一场温馨欢乐的节日庆典。

圪洞镇武当社区党委开展“飞花灯谜

庆元宵 睦邻友好齐欢笑”主题活动。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张灯结彩，洋溢着浓厚的节

日氛围。居民们齐聚一堂，热情高涨地投

入猜灯谜、做游戏、扭秧歌等精彩活动中。

在温馨的氛围中，大家共同感受着团圆的

喜悦，体会着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为欢乐的

元宵节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圪洞镇商贸社区党委开展了“情暖环

卫工，爱心送汤圆”元宵节活动。社区工作

人员为环卫工人煮汤圆，将精心煮好的汤

圆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向环卫工人提

前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们为城市环境

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工作人员将一包包寄

托了浓浓爱心的汤圆送到环卫职工手中，

不仅让环卫工人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和关

爱，也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群众的凝聚

力。

盛世欢腾秧歌舞，锣鼓喧天春意浓。

该县大武镇大武社区联合大武文艺队开

展“锣鼓喧天闹元宵 秧歌起舞庆盛世”欢

庆元宵活动。秧歌队队员以矫健的步伐

和灵动的舞步，恭贺年节的喜庆，诉说岁

月的繁华，让古老的秧歌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活力，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图为元宵佳节当天，文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移风易俗过大年 欢天

喜地闹元宵”活动。热热闹闹的年俗文化表演，妙趣横生的元宵灯谜会，寓意吉祥

的赏年画活动，现场教学非遗技艺体验等，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丰富传统节日文

化内涵，吸引众多市民群众到场共度欢乐时光，体验不一样的元宵节。

冯增清 摄

浓浓的年味还未消散，闹元宵的喜气

又扑面而来。元宵节前，吕梁市禁毒办提

前谋划，积极部署，将禁毒知识融入民俗活

动，以“接地气”的方式筑牢群众防毒意识，

全市各地禁毒宣传“闹”出了新花样，让“无

毒”理念与团圆喜气共融。

“像冰不是冰，一沾毁一生，打一毒品

名”“音乐当前摇头晃脑，打一毒品名”……

孝义市人民广场上，红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五彩斑斓的灯谜随风轻摆，谜面内容丰富

多样，巧妙融入毒品类型、防范青少年药物

滥用等禁毒知识，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

前来参与的群众兴致勃勃，猜中谜底后，即

可向禁毒社工兑换爱心汤圆。禁毒民警则

在一旁耐心解答，为大家普及禁毒知识，详

细讲解每一个灯谜背后的含义，让大家在

解谜的过程中，对毒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汾阳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务中心社

工邀请服务对象开展了“品非遗糖画韵，守

元宵禁毒心”为主题的小组活动。活动以

糖画拉开帷幕，服务对象在社工的带领下，

亲身体验糖画的制作过程，回忆童年快乐，

制作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字样糖画。

随后，社工与服务对象围坐一桌，一边吃汤

圆，一边讲解新型毒品伪装成“跳跳糖”“奶

茶”等常见食品的案例，让他们感受元宵佳

节团圆不“毒”行，舒缓焦虑与自卑情结。

“咚咚锵，咚咚锵”伴随着一阵阵节奏

欢快的锣鼓表演，汾阳市禁毒民警联合禁

毒社工在该市体育场，开展了“敲响禁毒锣

鼓，奏响无毒强音”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仿真毒品模型展区成为焦点，民

警与社工一边耐心向群众揭秘毒品的隐蔽

性，一边发放禁毒知识手册、禁毒小礼品，

普及毒品种类、毒品的危害以及如何抵御

毒品等知识，将禁毒的意识传递到每一个

家庭，让禁毒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

当禁毒宣传遇上传统佳节，创新形式

与暖心互动让“远离毒品”不再是一句口

号。从猜灯谜到画糖画，从汤圆桌到锣鼓

阵，我市各地禁毒民警和社工纷纷以元宵

节民俗活动为契机，以文化为纽带，走上街

头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禁毒宣传活动，为元

宵团圆时刻注入“无毒味”，有效提高了广

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2 月 9 日，离石

区妇联联合离石区人社局在市区世纪广场举

行“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心”2025
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吕梁市贝亲好家政

服务有限公司、山西福祉家政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等用人单位参加此次招聘会，提供就业

岗位信息 20多个。

招聘会现场，企业通过设立咨询台，面对

前来咨询的女性求职者提供就业信息、就业

指导等服务，积极推介适合妇女发展的岗位，

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130余人次。该区妇联巾

帼志愿者还向现场的妇女群众宣传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和《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共 600余份，

现场解答妇女群众权益问题，引导广大妇女

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学会使用法律武

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通过招聘和普法宣传活动，帮助更多有

就业需求的妇女实现就业，同时提高了妇女

群众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宣传引导到位、

服务对接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搭建起企业与

妇女求职者的沟通桥梁，让前来咨询的妇女

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娘家人”的温暖。

该 区 妇 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将 持 续 以

“春风送岗促就业”为契机，加强与各用人单

位的协调沟通，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切实做好妇女就业的政策宣传和服务工作，

不断拓宽妇女劳务输转渠道，扩大“春风行

动”的社会影响，带动辖区妇女创业就业、增

收致富。

离石区妇联

送岗又送法 暖春更暖人

元宵佳节红红火火 禁毒宣传热热闹闹
□ 本报记者 梁英杰 王洋

浓浓党群情 尽洒元宵节
——方山县各社区开展丰富多样的元宵主题活动见闻

本报讯 （记者 康
桂芳） 新 学 期 开 学 在

即，吕梁市新华书店积

极行动，全面开展教材

准备工作，确保教材“课

前到书，人手一册”。2
月 13日，记者走进吕梁

市新华书店教材仓库，

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搬

运、分拣、打包教材。各

类教材摆放整齐，分类

清晰，准备发往各个学

校。

“课前到书，人手一

册”是党和政府交给新

华 书 店 的 一 项 政 治 任

务，同时也是新华书店

的 光 荣 使 命 和 神 圣 职

责。吕梁市新华书店积

极行动，全面开展教材

准 备 工 作 ，全 力 保 障

2025 年 春 季 教 材 配

送，确保“课前到书 人

手一册”。据统计，2025
年春季学期，吕梁市新

华书店共为全市 53 所

中小学校配送 634个品

种共计 30余万册教材。

“为做好教材供应，去年 11月，我们和

省新华书店集团沟通协调，及时掌握教材出

版进度。在教材到货后，迅速组织人员加班

加点进行入库验收、整理和发放工作，确保

教材能按时、安全送达学校。”吕梁市新华书

店教材发行中心经理白峰表示，“今年农历

正月初八正式上班以来，教材发行中心全体

人员齐上阵，投入紧张的 2025年春季教材、

教辅发放准备工作中。目前，正在积极组织

员工紧锣密鼓将中小学教材分发和配送到

各中小学校，确保完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的任务，力争配送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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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亚芝
通 讯 员 任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