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3, 13(1), 1-5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1001   

文章引用: 荆婉真, 刘荣多. 基层妇联组织助力脱贫减贫的实践及经验[J]. 现代管理, 2023, 13(1): 1-5.  
DOI: 10.12677/mm.2023.131001 

 
 

基层妇联组织助力脱贫减贫的实践及经验 
——基于山西省的案例研究 

荆婉真，刘荣多 

中华女子学院管理学院，金融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7日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妇联在脱贫攻坚中推出一系列扶持妇女脱贫的政策和举措。基层妇联组织对于当

地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起着重要的作用，整理分析优秀实践和总结经验，对其他基层妇联进行

脱贫减贫工作能起到借鉴作用，也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本文梳理了山西省天镇县产业

扶贫“公司 + 基地”新模式、平定县“互联网+”电商人才培训、洪洞县“链条式”帮扶等妇联助力脱

贫减贫的实践，总结出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妇联建设，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精准扶贫、
特色扶贫等成功经验。此外，案例解析认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不充分及现代化女性人才短缺是现阶段面

临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山西省各地基层妇联因地制宜，发展当地产业链，加强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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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omen’s federations at all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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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s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upport women’s poverty alleviation. Gras-
sroots women’s feder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ir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would be useful for 
other grass-roots women’s feder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uld be helpful for other coun-
tries. This study described the practices of “company + base” model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
tion in Tianzhe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e training of “Internet +” e-commerce talents in Pingding 
County, and the practice of “chain” assistance in Hongdong County. It also summarized the suc-
cessful experience of women’s feder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work of the Wom-
en’s Federations in Shanxi Province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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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更加重视妇女参与和受益，出台一系列扶持妇女脱贫的政策和

举措，为贫困妇女脱贫致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全国妇联深入推进“巾帼脱贫行动”，提升妇女发展能力、

拓展增收之路、强化关爱帮扶，广大贫困地区妇女不仅实现自身脱贫发展，还带动他人致富，撑起脱贫攻

坚“半边天”[1]。近年来，山西省妇联以开展“三晋巾帼脱贫行动”，把产业发展作为关键举措，深入推

进巾帼脱贫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并且开展“她力量”乡村振兴计划，促进妇女创业就业，巩固脱贫成果，

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基层妇联组织对于当地的巩固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

优秀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对于其他基层妇联进行脱贫减贫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一研究也有助

于人们了解社会、了解祖国在脱贫攻坚成果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了解妇女对祖国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

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促进全球女性和妇联助力减贫、脱贫事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山西省基层妇联组织助力脱贫减贫的实践 

2.1. 天镇县：妇联采取“公司 + 基地”助力妇女创业 

山西省天镇县曾是山西省 36 个国定贫困县，也是全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全县 22.9 万人，其中

22.5%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此山西省天镇县委县政府全力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在此期间，山西省天镇县

妇联积极发挥妇联作用，主动助力政府脱贫攻坚工作。2020 年 2 月 27 日，天镇县成功地摘掉了贫困县

的帽子，天镇县妇联在脱贫攻占实施过程中功不可没。 
山西省天镇县妇联在产业扶贫方面，采取“基地 + 公司”广大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的模式，以点带面带

动全县妇女开展创业活动，在脱贫就业上有显著的成就。山西省天镇县妇联先后创建了“东华画业”、“吉

泰妇女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和“爱心巧姐专业合作社”3 个市级创业创新巾帼脱贫妇女手工编织致富基

地。后来积极倡导妇女手工编织“培训 + 基地 + 公司”发展新模式，开展了多个脱贫就业技能培训班，

继续带动广大贫困妇女走入脱贫致富的道路。到目前为止，妇联已经带动了 270 多名贫困妇女实现了就业，

精准脱贫。不仅有效的巩固了天镇县脱贫攻坚的成果，还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有效地衔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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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定县：妇联开展巾帼脱贫电商人才培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深入发展，电商扶贫成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最直接、最有效途径之一[2]。
平定县妇联紧跟新时代步伐，为了更好的巩固脱贫结果，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建设，在电商扶贫的基础上

做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人才振兴相结合，抓住“互联网+”的机遇，提升广大妇女电子商务技

能，学以致用，增加了创业机会与就业机会。 
2020 年 8 月 19 号，平定县妇联在阳泉市驿拓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电商助力她创业、她出

彩”平定县巾帼电商示范培训班。平定县妇联精准定位，为了培训可以更加高效的实施，在培训人员上

做出了精准的筛选，此次的培训征集的女性有各乡镇、社区办事处妇联主席、副主席、部分村妇联主席、

巾帼致富带头人、专业合作社女社长、优秀女企业家、返乡女大学生、农村闲散女劳动力以及电商从业

者或有意愿从事电商、直播或营销相关工作的女性。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了平定县妇女群众电子商务新知

识，还提高电子商务操作运行能力的创业就业能力。运用互联网实现居家就业、网上销售、直播带货、

资源共享，为平定经济和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2.3. 洪洞县：妇联“链条式”帮扶助力 

决战脱贫攻坚近些年来，洪洞县妇联精准扶贫，巩固脱贫成果，创建了“洪洞女子”工作品牌，充

分发挥妇女特色产业的引领，通过妇联培育创业基地和女企业家、女能人的带动作用，建立手工制作协

会、扶持品牌手工企业、开展手工技能培训、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组织产品展示展销等措施，形成“妇

联 + 协会 + 企业 + 贫困妇女”的“链条式”帮扶模式。 
洪洞县妇联这么多年来，坚持“施肥施到根上，帮扶帮到点上。”的理念，呼吁妇女参与“洪洞女

子”，使每个妇女上各个环节都有人管，有政策帮，环环相扣，引领贫困妇女走上致富路。洪洞县妇联

实地走访了大量的贫困妇女，精准发展，在和企业共同联合下，带领女性创立了泽盛编织农民专业合作

社、洪洞县剪纸学会、手工编织协会等，充分带动了女性的创业与就业，带动贫困妇女的经济，对于完

胜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多年下来，已有上千名妇女姐妹参与进来，并且

成功就业，贫困妇女的收入从零收入到月入 1500 元左右，并且仍处在发展壮大的趋势。洪洞县妇联把手

工劳作做成妇女做事创业的富民产业，带领广大贫困妇女探索出一条致富小康路。 

3. 基层妇联组织助力脱贫减贫的经验总结 

3.1.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妇联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是此次妇联助力脱贫减贫建设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3]。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全国妇联强调了妇

联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的首要特征，是妇联组织发挥桥梁纽带功能

与社会支柱作用的根本遵循。山西各级妇联在实施脱贫减贫过程中，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妇联工作的全

过程。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山西省妇联党组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领导，为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政治保证。在此基础上，山西省妇联召开了党员大会、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执委示范培训

等，促进了党建带妇建，推动新时代妇联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山西省各地巩固脱贫攻坚结果，

衔接乡村振兴工作，为广大妇女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3.2. 脱贫攻坚积极衔接乡村振兴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

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十四五”期间农村工作特别是脱贫地区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全国妇联也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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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巩固脱贫攻坚结果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4]。 
山西省妇联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且调动各

地阶层妇联开展相关工作。衔接立足山西各地不同的情况，顺势而为，加强妇联组织政策的改进与创新，

工作重点从扶贫七个方面逐步向乡村振兴五方面转变，山西各地基层妇联深化改革、努力创新，已经在

产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开始有效衔接，并取得显著的成果，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对巩固脱贫攻

坚结果，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3.3. 精准扶贫，特色扶贫 

近年来，山西省妇联充分发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优势和“联系、服务、引领”妇女的

工作优势，引导各级妇联组织通过创新工作机制，丰富工作内容，打造出具有妇联特色的扶贫模式，充

分发挥了妇联组织在服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局中的独特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山西各地基层妇联也积极响应打造独具特色的扶贫模式，其中在实施脱贫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

妇联组织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职能，抓住当地的特色，走入群众，深入群众，在精准扶贫的方针下，

实现特色扶贫，为当地具有特色的产业打造新模式，例如天镇县的“培训 + 基地 + 公司”模式，洪洞

县的“妇联 + 协会 + 企业 + 贫困妇女”链条帮扶模式。多种创新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出，进一步加

强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帮助贫困妇女最终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 

4. 基层妇联组织在脱贫减贫中存在的问题 

4.1.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待提高 

在巩固脱贫攻坚结果的道路上，山西省基层妇联在产业扶贫和产业振兴方面表现出来的模式相对单

一，主要还是依靠农业、手工业等，只有个别案例有产业链的创新，以此来积极调动广大妇女的参与。

在农业的表现上是生产效率较低，多部分还是通过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过程自动化、

智能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在手工业上，虽然洪洞县的“洪洞女子”在手工业扶贫上焕然一新，但是很

多县城的手工业的生产合作模式单一，销售渠道有限，主要还是“农户 + 企业”模式，没有形成产业链

条，在疫情定的背景下，风险也表现的特别突出。 

4.2. 现代化女性人才薄弱 

山西省多地基层妇联组织都普遍反映了农村现代化女性人才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即妇女现代化人才

薄弱。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山西各县的人才外流严重，很多青年劳动力外出工作，导致本土人才队伍不

足，而大部分留在当地的妇女大部分都是低教育水平。关于基层妇联对于返乡创业及工作政策支持力度

不够，表现为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虽然以平定县妇联电商人才培训为代表，有些

县妇联开始陆陆续续开展培训，但是山西大部分基层妇联还未积极贯彻落实妇女人才培训，还不能满足

人才需求。 

5. 基层妇联组织在脱贫减贫中的政策及建议 

5.1.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山西各地妇联可以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可以结合“互联网+”的特色，在各地脱贫减贫及乡村振兴

领域进行重要尝试。当地妇联应该思考“关于精准扶贫，本地可以做什么？而且，为什么是只有本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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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才有机会挖掘到创新的落地点，从而找准当地的特色发展产业。摆脱“产业 + 企业”的单一模式，

向其他地方的妇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例如，各个地的基层妇联可以结合自己的当地的特色，创建现

代农业科技基地、巾帼“农家乐”、直播带货农产品等产业链，让更多的妇女得到就业机会，从而走向

致富道路。 

5.2. 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 

女性人才队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要发展人才，更要挖掘人才。山西省各地基层

妇联要走入千家万户中，去发现妇女的优点和特长，挖掘更多的人才，从而更好的发展乡村振兴，带动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5]。例如洪洞的“洪洞女子”项目就是县妇联走入妇女生活，挖掘出了部分热爱手

工并且愿意去参与扶贫项目的女子。其次，对于人才的培养也要加大力度，要贯彻落实每一次的人才培

训会，要符合高效、精准、持久力的理念，让更多的妇女学有所用，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上。妇联也应该

大力出台和支持青年返乡创业及工作的政策，以年轻的力量来带动家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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