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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工作规范》拟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村（社区）妇联；

……

本部分为DB3310/T 45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台州市妇女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台州市路桥区妇女联合会、台州市妇女联合会。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叶彬彬、陈璋、范赛胜、王玮玲、陆婷婷、严君霞。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DB3310/T 45.1—2018（2020）

1

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工作规范

第 1 部分 村（社区）妇联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层妇联组织的术语和定义、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工作任务、

特色创建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台州市范围内村（社区）妇联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妇女之家

具备固定的场所，用于开展宣传教育、咨询引导、维权服务、活动组织的一个平台。

3 组织建设

3.1 组织设置

3.1.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妇女儿童工作。

3.1.2 宜以行政村、城市社区为单元设立基层妇联组织。行政村妇女联合会简称村妇联，城市社区妇

女联合会简称社区妇联。妇联的领导机构是同级妇女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构是执

行委员会。推进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将辖区内各企业、学校、市场、楼宇中的妇女纳入村（社区）妇

联区域化建设中。

3.1.3 基层妇联组织的职数和设置，应根据辖区妇女人口基数、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工作需要

确定。应设妇联主席 1 人，副主席不超过 3 人，执委不少于 7人（500 人以下宜设执委 7 人，500-1000

人宜设执委 7-9 人，1000 人以上宜设执委 9-11 人）。

3.1.4 基层妇联组织的成立或撤销，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同级妇女代表大会、妇女大会通过及同

级管理部门审核，报上一级妇女联合会备案。

3.2 组织形式

3.2.1 村妇联是指妇联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由本村年满 18 周岁的妇女或妇女代表民主选举若干执委组

成。

3.2.2 社区妇联是指妇联在城镇社区的基层组织，由辖区年满 18 周岁的妇女或妇女代表民主选举若干

执委组成。

3.3 组织领导

3.3.1 妇女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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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妇女代表大会在村（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定期召开。妇联组织与村（社区）委会换届同步进

行。

3.3.2 妇女代表大会听取、审议上届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研究确定妇女工作；选举产生

妇女联合会本届执行委员会；选举、罢免妇联执委；成立或撤销妇联。

3.3.3 执行委员会

执委会由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体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一次；负责听取和审议执委会工作报告，

审议并通过有关人事安排事项；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讨论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3.4 组织选举

3.4.1 选举筹备

3.4.1.1 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由上届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负责，负责做好本辖区妇女代表推荐选

举、代表资格审核、会议工作报告起草、会议选举办法制定以及其他筹备工作。

3.4.1.2 推荐妇女代表、妇联执委候选人、妇联副主席候选人、妇联主席候选人。

a) 代表名额确定：妇女代表名额应根据行政村(社区)规模大小确定，一般不少于 15 人，名额及

产生办法由同级妇联执行委员会确定。代表推荐要充分考虑到辖区功能型妇女小组、网格型妇

女小组的代表性；

b) 代表资格条件： 妇女代表应年满 18 周岁，享有公民权利的女性；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爱岗敬业、开拓创新；热爱、关心、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密切联系妇女群众，积极反

映妇女群众意愿，在妇女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和代表性， 且有较强的参政议事能力；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

个人品德， 近 5 年内未发生过违法违纪情况。

c) 代表产生程序：规范酝酿提名、资格审查、代表产生三大环节；

d) 执委候选人、主席、副主席候选人推荐程序：妇联执委候选人可以通过个人自荐、3人以上联

名举荐、组织推荐等形式产生。本届妇女执行委员会确定新一届妇联执委会人数、组成方案及

产生办法，在差额酝酿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人名单；妇联主席、副主席候选人由乡镇（街道）妇

联组织提出建议，主席候选人应是村（社区）党组织或村委会中的女性成员，由同级党组织确

定；

3.4.2 选举程序

3.4.2.1 到会人数需超过应到人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选举。

3.4.2.2 同级党组织提出监票人建议名单，大会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

3.4.2.3 作妇联执委候选人基本情况说明，包括候选人姓名、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单位及职

务等。

3.4.2.4 妇女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本届妇联执行委员会。

3.4.2.5 举行妇联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妇联主席、副主席。

3.4.2.6 大会宣布当选名单。

3.4.3 选举结果

3.4.3.1 选举过程和结果，应主动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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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选举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并报乡镇（街道）妇联组织备案；由同级党组织

发文公布。

3.4.3.3 做好妇女代表大会资料归档。

3.5 经费保障

3.5.1 应保障基层妇联组织开展活动的正常工作经费。

3.5.2 农村妇联经费来源、农村妇联主席的经济报酬参照《妇女联合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社

区妇联经费来源、社区妇联主席的经济报酬参照《妇女联合会城市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3.6 档案管理

应加强档案管理，按年度建立工作台帐，包含大事记、组织机构沿革、本年度工作思路、本年度工

作总结、本年度学习记录、会议记录、活动记录及其他工作相关的表格、文字、照片材料。档案资料完

整齐全。宜采用电子化形式进行存档。

4 制度建设

4.1 分工制度

基层妇联坚持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妇联主席对基层妇联工作负总责，执委除按规定参加会议、

讨论有关重要工作和事项之外，根据分工负责妇联某一方面的工作。

4.2 执委会议事工作制度

应明确执委会议议事原则，组织传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级妇

联组织的工作要求，研究决定妇联组织自身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4.3 工作公开制度

除涉及国家机密、公共安全、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以外，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

公开妇联组织职责任务、组织架构、妇联干部身份和工作活动安排。

4.4 主席轮值制度

由妇联副主席、执委组成轮值主席团，轮流担任轮值主席并配合妇联主席工作，承担妇联主席交办

的工作任务。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由轮值主席结合自身界别的行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定期召开轮值主

席会议，围绕中心提议并组织策划活动，服务群众。

4.5 服务清单制度

妇联执委根据自身特长优势，围绕妇儿维权、家庭教育、家庭文明、创业创新、文体健康等方面，

每年列出服务清单，并结合所在村（社区）实际开展工作，服务妇女儿童。

4.6 执委联系妇女群众制度

每名执委固定联系一定数量的妇女群众，通过定期走访、调研等面对面联系，宜利用QQ、微信等新

媒体建立上下妇女群众“联系群”，与所联系妇女保持经常沟通与互动。

4.7 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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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妇联组织应根据相关要求和本地实际，制定其他必要的规章制度。

5 队伍建设

5.1 工作队伍

5.1.1 妇联主席

把握大局，主持本届妇联全面工作，明确妇女工作的中心、重点和基本任务。

5.1.2 妇联副主席

协助妇联主席做好分管工作。

5.1.3 妇联执委

5.1.3.1 执行妇女代表大会决议，推动落实。

5.1.3.2 发挥工作优势和个人特长，根据分工负责妇联某方面的工作。

5.1.3.3 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收集妇情民意，反映妇女意见、建议和诉求，提出加强和改善妇女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5.1.4 妇女代表

5.1.4.1 联系妇女，发挥“沟通和凝聚”作用。每个代表在任期内须履行联系妇女群众的职责。

5.1.4.2 引导妇女，发挥“传导和渗透”作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

5.1.4.3 代表妇女，发挥“建言和献策”作用。在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听取和审议妇女代表大会

工作报告和有关决议，讨论和决定有关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闭会期间，充分利

用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渠道，向党和政府反映妇女的意愿和要求。广泛听取妇女群众的意见，了解妇女

发展和妇女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向同级妇联提出建议。

5.1.4.4 服务妇女，发挥“协调和服务”作用。发挥自身优势，根据妇女群众的需求，依靠妇联组织

的力量，关爱困难妇女和儿童，为妇女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5.2 活动队伍

5.2.1 巾帼先锋小组

“巾帼先锋小组”是在基层党组织和妇联的领导下，由功能性妇女小组中的进步分子和活跃分子组

成，主要任务是带领各支功能型妇女小组开展活动，活跃基层妇女生活，并在支持辖区党政工作及其他

妇女相关事务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巾帼先锋小组组长一般由妇联执委担任。

5.2.2 功能型妇女小组

5.2.2.1 基层妇联组织应当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和妇女需求，以功能属性为第一标准，以效能发挥为设

置导向，建立包括兴趣爱好、特色专长、公益服务、社会活动和党政中心等类别的功能型妇女小组。

5.2.2.2 功能型妇女小组是结合妇女个体特点、需求诉求和中心工作，分为兴趣爱好、特色专长、公

益服务、社会活动和党政中心等类别，并常态化开展活动和工作，是基层妇联组织的神经末梢，每个功

能型妇女小组应有固定召集人。

5.2.3 网格型妇女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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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网格型妇女小组是基层妇女群组划分的最基本形态、最细小单元，是直接以妇女个人为成员

的最基层妇女组织，全体妇女都归属划入某一个具体网格，网格划分的基本依据是地域和群体分布的密

度。

5.2.3.2 以妇女小组长为网格长，以“人在网中、事在格中”为目标，建立与社会综合治理、计生共

联共享的网格型小组。

6 阵地建设

6.1 办公阵地

6.1.1 应具备满足妇联日常需要的办公场所，配备桌椅、文具、电脑、电话、文件柜等必要的办公设

施。

6.1.2 规范标牌，名称统一为：妇联。

6.1.3 人员构成、工作职责、主要制度、联系（监督）电话等上墙公开。

6.2 活动阵地

6.2.1 主要功能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组织妇女、引导妇女、服务妇女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具备

宣传政策、传播知识、传递信息、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展示妇女风采等功能。

6.2.2 场所建设

6.2.2.1 以共建共用基层活动和服务阵地为原则，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运用既有活动场地和设备，推

动“妇女之家”融入农村文化礼堂、社会服务管理室（站）。农村、城市社区一般不小于 20 ㎡的室内

活动场所和有 50 ㎡以上室外文体活动场地。要充分体现实际、实用、实效原则，尽量做到一室多用、

一所多能，促进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满足妇女工作的实际需要。

6.2.2.2 应在醒目位置灵活设置“妇女之家”标识。

6.2.3 日常管理

“妇女之家”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专兼职管理人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

“网上妇女之家”。

6.3 特色阵地

按照“一村一特”的要求，将妇女工作融入当地特色文化建设、特色环境改造、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具

有地域标志性、妇女主导性的特色工作平台。

6.4 网上阵地

建设网上妇联，完善“3+ X”微信群，即“妇联执委群、妇女代表群和妇女群众群，x 个特色群组”，

实现网上管理、网上宣传、网上交流、网上服务。

7 工作任务

7.1 宣传教育

面向妇女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

7.2 助力中心

http://www.xa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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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村（社区）两委协助做好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参与社会工作。

7.3 妇女维权

7.3.1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普及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和法规，抵制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

反对邪教；

7.3.2 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

7.3.3 按规定做好信访维权案件记录、跟踪反馈，存档保管。

7.4 创业发展

7.4.1 组织妇女参加“双学双比”“巾帼建功”和拥军优属等活动；

7.4.2 开展女性劳动力素质培训，提高妇女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创业就业能力和发展能力，帮

助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城镇妇女岗位建功。

7.5 家庭文明

7.5.1 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和合家庭”创建，寻找“最美

家庭”活动，全面开展家风家训征集、展示、传承，以好家风支撑起好风气。

7.5.2 开展“平安家庭”创建，倡导文明、健康、环保、科学的生活方式。

7.5.3 关爱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流动妇女、流动老人、流动儿童。

8 特色创建

以“党建带妇建、区域化妇建和群团共建”为指导，可围绕党政工作中心、妇联工作重点，突出创

新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和影响力，在妇女工作思路、组织形式、工作机制和活动方式等进行大胆创新，

梳理服务清单，结合本辖区实际开展特色创建工作，形成一村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实现基层妇联组

织的标准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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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基层妇联组织的成立或撤销，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同级妇女代表大会、妇女大会通过及同级管理部门审核，报

	3.2　组织形式
	3.2.1　村妇联是指妇联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由本村年满18周岁的妇女或妇女代表民主选举若干执委组成。
	3.2.2　社区妇联是指妇联在城镇社区的基层组织，由辖区年满18周岁的妇女或妇女代表民主选举若干执委组成。

	3.3　组织领导
	3.3.1　妇女代表大会
	3.3.1.1　妇女代表大会在村（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定期召开。妇联组织与村（社区）委会换届同步进行。

	3.3.2　妇女代表大会听取、审议上届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研究确定妇女工作；选举产生妇女联合会本届执行
	3.3.3　执行委员会
	    执委会由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体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一次；负责听取和审议执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并


	3.4　组织选举
	3.4.1　选举筹备
	3.4.1.1　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由上届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负责，负责做好本辖区妇女代表推荐选举、代表资格审核、会
	3.4.1.2　推荐妇女代表、妇联执委候选人、妇联副主席候选人、妇联主席候选人。

	3.4.2　选举程序
	3.4.2.1　到会人数需超过应到人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选举。
	3.4.2.2　同级党组织提出监票人建议名单，大会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
	3.4.2.3　作妇联执委候选人基本情况说明，包括候选人姓名、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单位及职务等。
	3.4.2.4　妇女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产生本届妇联执行委员会。
	3.4.2.5　举行妇联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妇联主席、副主席。
	3.4.2.6　大会宣布当选名单。

	3.4.3　选举结果
	3.4.3.1　选举过程和结果，应主动接受监督。
	3.4.3.2　选举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并报乡镇（街道）妇联组织备案；由同级党组织发文公布。
	3.4.3.3　做好妇女代表大会资料归档。


	3.5　经费保障
	3.5.1　应保障基层妇联组织开展活动的正常工作经费。
	3.5.2　农村妇联经费来源、农村妇联主席的经济报酬参照《妇女联合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社区妇联经费来源、社

	3.6　档案管理
	应加强档案管理，按年度建立工作台帐，包含大事记、组织机构沿革、本年度工作思路、本年度工作总结、本年度

	4　制度建设
	4.1　分工制度
	4.2　执委会议事工作制度
	4.3　工作公开制度
	4.4　主席轮值制度
	4.5　服务清单制度
	4.6　执委联系妇女群众制度
	4.7　其他制度

	5　队伍建设
	5.1　工作队伍
	5.1.1　妇联主席
	把握大局，主持本届妇联全面工作，明确妇女工作的中心、重点和基本任务。

	5.1.2　妇联副主席
	5.1.3　妇联执委
	5.1.3.1　执行妇女代表大会决议，推动落实。
	5.1.3.2　发挥工作优势和个人特长，根据分工负责妇联某方面的工作。
	5.1.3.3　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收集妇情民意，反映妇女意见、建议和诉求，提出加强和改善妇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5.1.4　妇女代表
	5.1.4.1　联系妇女，发挥“沟通和凝聚”作用。每个代表在任期内须履行联系妇女群众的职责。
	5.1.4.2　引导妇女，发挥“传导和渗透”作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有关
	5.1.4.3　代表妇女，发挥“建言和献策”作用。在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听取和审议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和有关决议，
	5.1.4.4　服务妇女，发挥“协调和服务”作用。发挥自身优势，根据妇女群众的需求，依靠妇联组织的力量，关爱困难妇女


	5.2　活动队伍
	5.2.1　巾帼先锋小组
	5.2.2　功能型妇女小组
	5.2.2.1　基层妇联组织应当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和妇女需求，以功能属性为第一标准，以效能发挥为设置导向，建立包括兴趣
	5.2.2.2　功能型妇女小组是结合妇女个体特点、需求诉求和中心工作，分为兴趣爱好、特色专长、公益服务、社会活动和党

	5.2.3　网格型妇女小组
	5.2.3.1　网格型妇女小组是基层妇女群组划分的最基本形态、最细小单元，是直接以妇女个人为成员的最基层妇女组织，全
	5.2.3.2　以妇女小组长为网格长，以“人在网中、事在格中”为目标，建立与社会综合治理、计生共联共享的网格型小组。



	6　阵地建设
	6.1　办公阵地
	6.1.1　应具备满足妇联日常需要的办公场所，配备桌椅、文具、
	6.1.2　规范标牌，名称统一为：妇联。
	6.1.3　人员构成、工作职责、主要制度、联系（监督）电话等上墙公开。

	6.2　活动阵地
	6.2.1　主要功能
	6.2.2　场所建设
	6.2.2.1　以共建共用基层活动和服务阵地为原则，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运用既有活动场地和设备，推动“妇女之家”融入农
	6.2.2.2　应在醒目位置灵活设置“妇女之家”标识。

	6.2.3　日常管理

	6.3　特色阵地
	按照“一村一特”的要求，将妇女工作融入当地特色文化建设、特色环境改造、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地域标志
	6.4  网上阵地
	建设网上妇联，完善“3+ X”微信群，即“妇联执委群、妇女代表群和妇女群众群，x个特色群组”，实现网

	7　工作任务
	7.1　宣传教育

	面向妇女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
	7.2　助力中心

	配合村（社区）两委协助做好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参与社会工作。
	7.3　妇女维权
	7.3.1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宣传、普及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和法规，抵制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反对邪教；
	7.3.2　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7.3.3　按规定做好信访维权案件记录、跟踪反馈，存档保管。

	7.4　创业发展
	7.4.1　组织妇女参加“双学双比”“巾帼建功”和拥军优属等活动；
	7.4.2　开展女性劳动力素质培训，提高妇女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创业就业能力和发展能力，帮助农村妇女增收致富

	7.5　家庭文明
	7.5.1　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和合家庭”创建，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全面开
	7.5.2　开展“平安家庭”创建，倡导文明、健康、环保、科学的生活方式。
	7.5.3　关爱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流动妇女、流动老人、流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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