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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里人”打了十多年交道

盛贞贞是土生土长的奉化人，脸上总是笑眯眯
的，两只眼睛轻轻飞起。别看她身板柔弱，干的工作
却是一般人都难啃的骨头。

2002年底，作为“省优生”，盛贞贞放弃了杭州
的公务员工作，选择回到家乡奉化。第一份工作，是
到大堰山区干计生。都知道这可是“天下第一难”，
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来说，更是艰难。

年轻的计生工作者盛贞贞丝毫不敢大意。山区
离家远，她就一周回家两次，尽量多待在村里。山区
交通不便，她就骑着自行车，踏遍了那些羊肠小道。

“那时在山里骑车的人少，人家都说，只要看见骑自
行车的女孩子来，多半就是我了。”

2008年底，盛贞贞到奉化区妇联工作。有着多
年山区工作的背景，她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农村妇
女家门口就业方面，试图通过寻找合适的项目，促
进这部分留守妇女的创业致富，引领广大农村妇女
不断提升发展能力。

在一次“走亲连心”下基层访妇情活动中，盛
贞贞关注到奉化偏远山区农村有许多闲置妇女劳
动力，因就业受限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当时宁海
等地已经有了先行样板，为她们提供增收的项目
合作。”在借鉴宁海经验的基础上，盛贞贞向领导
提出发展来料加工业助推农村留守妇女增收致富
的工作思路。获得首肯后，她主动衔接相关部门，
推动《奉化市农村妇女家门口就业工程实施意见》
顺利出台。

工程正式启动，她的双脚也变得更忙了：联系
义乌市多个业务部门，为奉化经纪人对接项目平
台；与溪口、大堰、尚田、西坞4个镇（街道）妇联对
接制定工作推进方案，成功设立首批镇级来料加工
服务点；助推溪口和大堰两镇相继出台鼓励发展农
村来料加工业的实施意见等。

“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这变为了现实。
做圣诞树上的小灯泡、串珠、小饰品、针织、汽车零
部件加工，山区的留守妇女们每月可有一两千元的
收入。

2013年，面对来料加工业发展资金瓶颈，盛贞
贞向领导建言献策，由妇联牵头以全市多部门集体
提议方式向宁波市人大、政协提交了要求出台政策
扶持来料加工业推进家门口就业工程的提案议案，
成功向宁波市老贫办争取到项目资金50万元。

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目前奉化已发
展妇女来料加工点105个，培养来料加工女经纪
人 101 名，带动 4856 名农村妇女从事来料加工
产业，年发放加工费2000余万元。越来越多的农
村妇女在参与来料加工业发展中生活品质不断
提升。

“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早些年
是计生，现在是拆迁。巧的是，今年
38岁的奉化区妇联办公室主任盛贞
贞都干过。

她 是 同 事 们 眼 中 的“ 全 能 超
人”，是孩子们心里的“神奇妈妈”，
是听众耳里的“温暖主播”，更是群
众口中的“车轮子”干部。而她自己
却说，自己只是妇联组织里的一枚
螺丝钉，无论拧在哪里都要用心发
光发热。

她是群众口中的“车轮子”干部，计生拆迁都难不倒她

奉化区妇联办公室主任盛贞贞

“只要群众笑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者 滕华

山区有留守妇女，在城区，也有不少流动
妇女群体。她们的融入难、保障难、治理难等问
题，也一直被盛贞贞关注着。

2013年，一项聚焦流动妇女群体的调查在
奉化展开。盛贞贞带着“娘家人”团队，实地走
访辖区的62家公司企业，对1200名外来务工
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创新推出“教
育、服务、维权、管理、关爱”五大模式服务流动
妇女的工作。

“这种创新的工作模式，受到了社会极大
关注。”盛贞贞说，它不仅得到全国妇联的充
分肯定，该工作信息还被全国妇联办公厅调
研室报送中办送呈中央组织部审阅。奉化妇
联的工作经验也相继在《中国妇女报》、人民
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刊登转载。奉化主要领
导还作出了各部门、群团组织向妇联学习的
重要批示。

带着一心为妇女儿童谋福祉的朴实感
情，盛贞贞始终将妇女群众的冷暖挂在心
头，不遗余力地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

创建流动妇女平安之家、开展新奉化女
性就业推介行动、健全流动妇女维权机制、创
新流动妇女服务方式……在领导的支持下，
盛贞贞推动着基层妇联组织努力为流动妇女
及其家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数万奉化
女性新市民在“新”娘家人的温暖相伴下幸福
前行。

执着于民生至上的持续接力，工作之余，
盛贞贞还带着她的孩子加入了奉化区兰馨亲
子阅读营的志愿者队伍，一起走村入户，送教
下乡。加入迄今，她的脚步遍布 11 个镇、街
道，32个村、社区，参与了56场亲子阅读微公
益活动，在1300户家庭之间播撒下亲子阅读
的种子。

“知心大姐姐”盛贞贞还加入宁波女性微
信公众号“甬城夜读”主播志愿者团队，用声音
传递阅读力量。她牵头组织开展的“义·童年”
系列活动多次被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热议。2017年盛贞贞家庭荣膺浙江省最美家
庭、宁波市书香家庭称号，个人被授予奉化兰
馨公益之星荣誉称号。

拆迁，是当今工作的“第一难”。2018 年
4月，盛贞贞受区委组织部委派，赴南山路中
段危旧房改造指挥部挂职并担任非一组副
总指挥。当时，作为宁波市单个区块征迁体
量最大、户数最多的危旧房改造项目，2233
户征迁对象的签约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困难与压力。

企业转制历史遗留问题、职工宿舍安置
问题、权证不一问题、工业用房用途转变问
题……每一件都不是好啃的骨头。面对错综
复杂的工作困局，从未有过拆迁经验的盛贞
贞丝毫没有畏惧。

“基本上，我们六七个人就要负责100多
户门店的拆迁。”盛贞贞说，她从小在市区长
大，很多拆迁户都是她小时的街坊邻居。有人
会半夜悄悄打来说情的电话，这些都叫她哭
笑不得，她说：“工作就是工作，必须坚守底
线，原则问题是不容让步的。”

为了尽快完成拆迁计划，她带领全组工
作人员放弃节假日，连续 120天保持每天 15
小时以上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挨家挨户上门
耐心细致地解释政策，倾听记录群众诉求，帮

助解决各类疑问难题。期间，她借助区征收联
席会议平台，撬动解决拆迁户50余个历史疑
难问题，累计实现签约125户。

去年7月30日，恰逢签约高峰期，盛贞贞
的父亲因诊断出结肠癌需马上赴上海进行手
术，与此同时女儿已经因病毒感染连续数天高
烧不退，可盛贞贞却毅然选择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手术当天她只来得及和术后的父亲匆匆打
了个照面，便随即返程继续投入工作。

11月 2日半夜，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在小组研究工作对策时，盛贞贞因血压骤升
导致晕厥，被送入人民医院实施抢救。第二
天，尚未完全恢复的她又出现在指挥部工作
现场。“舍小家、为大家”，盛贞贞同志以上率
下，成为全组征迁干部前行的对照标杆和不
竭动力。

如今，肩负着组织的重托，盛贞贞又加入
到了葛岙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的队伍中，
全力推进孙家塔村的征地移民安置工作。有人
问她，工作这么辛苦，不累吗？她总是一脸乐呵
呵地回答：每次只要看到群众冲着你开心地
笑，所有的苦和累都是值得的。

“天下第一难”的拆迁难不倒她

走在女性身边，办实事解难事

盛贞贞盛贞贞 受访者提供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