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突
出问题在上海群团组织中不同程度、不同形
式地存在着。上海群团改革的大幕已经开
启。上海妇联组织存在哪些问题，将如何改
革，近日，市妇联主席徐枫接受了记者采访。

明晰问题勇于自我革新
徐枫介绍，近期市妇联党组抓住巩固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的契机，把查找脱离群众的
突出问题与查摆“不严不实”问题结合起来，
形成问题清单并逐条剖析发现———

上海妇联组织面临 !个方面挑战!

! 面对经济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加速

调整对扩大妇联组织覆盖面带来的挑战"

! 面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对妇联工

作有效性带来的挑战"

! 面对当前矛盾利益冲突的复杂性对

妇联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带来的挑战"

! 面对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态势对妇联

工作方式创新带来的挑战#

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组织覆盖不全$ 特别是与体制外的各界

各层妇女联系不广"基层工作力量薄弱$工作

活力不足"服务妇女群众的针对性%有效性

不强" 推动工作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机关

化!行政化路径$群众化!社会化!网络化程度

还不高"部分妇联干部群众工作能力欠缺&

徐枫说，我们需要痛下决心，勇于自我
革新，在改革创新中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把本市各级妇联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
力、更加坚强有力。

妇女骨干兼任妇联领导
精简市妇联机关内设机构，同时夯实街

道乡镇、居村妇联组织，是本次一项重要改
革。徐枫说，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增强妇女群
众的广泛性、代表性，明显提升妇联常委会、
执委会及代表大会基层一线人员比例。

为此，街道乡镇、居村妇联要广泛吸纳
辖区内热爱热心妇女群众工作，让在妇女群
众中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楼组长代表、文体
团队代表、自组织负责人、女性社会组织负
责人、新经济组织代表、巾帼文明岗代表、农
村女带头人代表、驻区单位代表等妇女代
表，担任妇联兼职副主席、执委。徐枫解释，
妇联组织要吸收来自各行各业的鲜活血液，
不论是领导班子还是工作队伍都“欢迎来自
外部的‘鲶鱼’”。今后热爱文体活动的“广
场舞”阿姨都有可能吸纳到妇联组织来。

建立联系群众工作日志
本次改革还鼓励妇联干部走出机关，走

到妇女群众中去。徐枫说，一个举措是，建立
联系妇女群众工作日志，完善“妇女需求调研
月”制度，促进各级妇联组织及时发现和解决
妇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和最困难、最操心、最忧虑的实际问题。加
强市、区县妇联机关干部作风建设。徐枫解
释，“很多市、区县妇联干部是通过公务员考

试考进来的，缺乏基层经验，缺乏和妇女群众
打交道的能力，希望通过‘五个一’改革，加
强妇联干部作风建设，增强群众工作能力。”

服务转为网络点播菜单
如何吸引妇女群众，尤其是年轻女性是

摆在妇联组织面前的新课题。徐枫说，社区
家庭是妇联工作的主要阵地，我们现在的活
动中老年妇女参加比较多，对年轻职业女性
的影响力较弱，活动针对性不强，有时来的
都是老面孔，今后要扩大活动的受益面。

徐枫介绍，妇联要拓展网上妇女工作。
探索建立网上妇联组织，建设“妇联通”工作
平台，建立妇女儿童家庭公众大数据共享和
分析机制，建设“网上妇女儿童家庭服务大
厅”综合平台，将服务转化为网络点播菜单，
配送到“妇女之家”，配送给有需求的妇女群
众。要善于应用互联网开展妇女工作，面对
社会热点事件特别是涉及妇女儿童重大舆
情，及时发声，敢于维权。引导妇女群众广泛
有序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推进“妇女议事会”
制度，就涉及小区、楼组、家庭利益的有关事
项开展议事协商。探索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
等咨询评估机制，切实从源头上保障和发展
妇女权益。根据妇女儿童家庭民生迫切需
求，主动设计并实施政府实事项目，推动将
妇女创业就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服
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特殊困境妇女儿童帮扶等公共服务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目录。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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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改革实施方案》近日
出台。这份实施方案立足于保持和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破除“机关化、行政化、贵
族化、娱乐化”，改革组织设置、干部管理、管
理模式、工作方式等方面。

居村委班子"##$有女性
在优化组织设置方面，要改变“倒金字

塔”组织现状，精简市妇联机关内设机构，实
行扁平化。市妇联机关从原来 !个部室精简
调整为 "个部室。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单设。市妇联机关部
分直接服务妇女群众的职能和具体事务交由
直属事业单位承接。

夯实街道乡镇、居村妇联组织。将居村
“妇代会”改名为居村“妇联”，提升妇联组织
的社会识别度。按照资源向基层倾斜、服务在
基层开展的原则，选好配强街道乡镇和居村
妇联主席。依法确保 #$$%居村委班子中有女
性，#$$%居村妇联主席进居村“两委”。

同时要增强群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把
各行各业以及新领域、新阶层、新群体中热爱
妇女群众工作的优秀女性人才，充分吸纳到
各级妇联组织中来，明显提升市妇联常委会、
执委会以及代表大会基层一线人员比例。基
层一线人员在市妇联常委中不低于 #&%，在
执委中不低于 '$%，在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中
不低于 !$%。街道乡镇、居村妇联要根据辖区
内妇女人数配备相应的妇联执委力量，街道
乡镇妇联一般不少于 ($人，居村妇联一般不
少于 #&人。

还要拓展组织覆盖面。向新领域、新阶
层、新群体拓展和创新组织覆盖，在各类社区
楼组、社会组织、中介行业、专业市场、商务楼
宇、园区，以及外来务工妇女、自由职业妇女、
知识女性等相对集中但还未建组织的盲区，
不拘一格建组织，实现有效覆盖。

加强交流吸纳新生力量
在改进干部管理方面，调整优化干部队

伍结构。市、区（县）妇联领导班子实行“专挂
兼”，专职、挂职、兼职干部各占一定比例)其中
专职成员不超过 &$!。

按照精干高效、“减上补下”的原则，市妇
联机关编制精简 ($%，精简下的编制用于补
充妇女人口多、工作任务重的重点街道乡镇、
大型居住区和园区妇女组织。

推进妇联机关专职干部遴选制和干部交
流。注重从基层妇联组织以及企业、事业、农
村、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一线，遴选社会各
领域热爱、善做妇女群众工作的优秀人才进
入机关专职干部行列。

完善交流机制，把妇联组织作为增进群
众观念和提高党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干部培养
基地、增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意识的有效载
体。在组织部门、公务员主管部门支持下，建
立完善上下互通、条块互通、体制内外互通的
交流机制。有计划地安排妇联机关专职干部
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锻炼。积极推动各部
门各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各级妇联组织任
职、挂职、兼职。人大、政协可以推荐优秀的女
代表、女委员到妇联挂职、兼职。
同时密切联系妇女群众。加强市、区（县）

妇联机关干部作风建设，做到“五个一”：当一
天基层妇联干部、参加一次居村妇女活动、发
现一个困扰妇女群众的问题、为居村妇女群
众开展一次服务、交一个基层妇女群众朋友。

市、区（县）妇联领导干部每年深入基层
调研时间不少于两个月，一般干部不少于一
个月，完成一份调研报告和若干份妇情民意。

工作评价方式自下而上
在健全管理模式方面，要改变长期以来

依赖行政组织设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建
立由妇女群众考评工作业绩、资源向基层整
合集聚、职能定位明确、工作品牌凸显的管理
模式。

探索以妇女群众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
为主的工作评价机制。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相结合、突出自下而上的评价方式。每年
度的重大工作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估。完善对

各级妇联领导班子和干部的综合评价机制，
突出妇女群众在评价中的比重，坚持以妇女群
众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为评价妇联工作的
重要标准，引导妇联干部眼光向下，把妇女群
众满意受惠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积极承接政府实事项目
在创新工作方式方面，积极承担政府职

能调整转移出来的部分惠民项目。承接政府
实事项目，根据妇女儿童家庭民生迫切需求，
主动设计并联合有关方面提出具体服务项

目，争取列入每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推动解
决妇女、家庭最关心的现实困难和实际问题。

强化联系引领女性社会组织的支持体
系。积极培育具有专业特长的服务妇女儿童
和家庭的女性社会组织。增强对女性社会组
织和负责人的引领，引导其依法依规开展活
动，履行好社会责任。

完善向社会力量购买妇女儿童家庭服务
的机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方式购买
服务，规范项目招标、实施、管理等各项制度，
引导女性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承接服务项目。

市妇联改革要向新领域新阶层新群体拓展

建组织不拘一格 更广泛服务妇女

本报记者
鲁哲

!!!市妇联主席徐枫欢迎各行各业的鲜活血液加盟

广场舞阿姨也能当妇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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