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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

讲座等方式，帮助妇女了解相关知识，增强生态环保意

识，培育提升参与生态建设的能力。

第二，紧密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积极开展各类

生态建设实践活动，如创建“无废”乡村，开展村容卫

生环境整治，倡导绿色生产生活习惯，摒弃破坏生态的

行为。

第三，依法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加强法律

法规及政策宣传，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抓好典型警示，

增强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生态建设的自觉性、责

任感和行动力。

坚持组织赋能，不断实现民族地区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建设与治理的制度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不断推进，民族地区农

村妇女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民族地

区自然和人文环境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妇女参与乡

村治理。

一方面，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滞缓，妇女社会地

位相对较低。部分农村妇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和生产

者，对自身社会价值及家庭贡献认识不足，依附男性的

思想依然较浓，使得她们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参与度和

影响力受限。

另一方面，经济水平低下，缺乏资金及资源，妇女

难以获得必要的培训和支持，缺乏社会竞争力，也使得

其组织参与受限。资料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大多只

上到初中，受教育年限短，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农村

基层组织选举中，支持妇女担任村级干部的占43.3%，仅

有20%村民表示非常支持，结果便是在组织中妇女往往难

以当选。[8]

民 族 地 区 推 进 组 织 振 兴 的 根 本 任 务 就 是 要 坚 定 不

移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 ， 厚 植 党 在 农 村 的 执 政 基 础 。 要 完 成 好 这 个 根 本 任

务，必须坚持组织赋能。

第一，坚持党建带领妇建，推动妇联组织有效嵌入

乡村治理体系，引导民族地区农村妇女有序参与基层民

主自治。

第二，坚持妇联组织赋能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发展。

按照赋能方式分为制度化赋能和组织化赋能。在制度化

赋能方面，各级妇联组织可以通过出台鼓励政策、营造

优良环境，吸纳当地女能人返乡创业，带动乡村产业发

展，并进一步吸纳返乡女能人进村“两委”。鼓励女能

人成立巾帼合作社或村办企业，引导在女性独具优势的

产业或以女性为主体的产业建立妇联，为当地妇女就业

创业提供小额贷款、技术支持等多种扶持。在组织化赋

能方面，各级妇联组织将工作触角延伸到村庄和社区的

各 个 角 落 ， 最 广 泛 地 把 民 族 地 区 农 村 妇 女 动 员 组 织 起

来，尤其在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等方面，以组织化方式更好地发挥妇女“半

边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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