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密三张网 守护“她”权益
鼓楼区检察院做深做细做实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陈石生 许斯影

3月 6日，在“三八”妇女节即
将来临之际，鼓楼区检察院派出
干警赴华大街道体育中心社区开
展维护妇女权益主题普法及文艺
演出，干警们结合妇女权益保护
相关法律规定及典型案例，进行
多样化普法活动。

组织妇儿普法宣传，帮助追
索劳动报酬；建立友善工作环境；
开展困难妇女司法救助……2023
年以来，鼓楼区检察院立足检察
职能，做深、做细、做实妇女权益
保障工作，三管齐下守护好“她”
权益。

近日，因工伤迟迟得不到补偿，
市民陆女士向鼓楼区劳动保障部门
投诉。根据协作机制，该案件信息
同步移送到区检察院。

“我们第一时间开展调查核实，
并为陆女士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
鼓楼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经办检察
官表示，经核算，用人单位应当支付
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等费用合计 15.2万元。虽然陆
女士很快拿到了一笔 8万余元的赔
偿，但剩下的款项迟迟没有回音，用
人单位表示因经营问题拿不出来。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家公司
有能力支付剩余赔偿款。”检察官
说。陆女士向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请示市检
察院，鼓楼区检察院向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出支持仲裁意见
书，支持陆女士相关赔偿诉求。检
察官还参加后续调解，让陆女士拿
到了剩余赔偿金。

“有了这笔钱，我的治疗费总算
有着落了，感谢检察官和主管部门
帮忙。”陆女士感动地说。

2023 年以来，鼓楼区检察院与
区妇联会签《关于共同落实妇女权
益保障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
建立协作配合机制，与区法院、司法
局、人社局共同建立“支持起诉+多
元解纷”协作机制，帮助妇女群体依
法有效行使权利，累计支持 37名妇
女追索劳动报酬、医疗费等共计
92.1万元。

此前，鼓楼区检察院在办理性侵
案件中发现，部分案件的发案地为劳
动场所，且服务接待类行业较为高
发。通过梳理同类型案件，结合“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的线索信息，
2023 年 10月起，区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开展妇女权益保障专项监督，并联
合行政主管部门、区妇联和区总工
会，对涉案单位及重点行业企业开展

走访调查。
2023 年 11 月，鼓楼区检察院向

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其对辖区用人单位进行工作指导，
督促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制度和
处置机制，并开展相关宣传教育。
区检察院还组织行政主管部门、区
妇联、区总工会及涉案企业等召开
诉前圆桌会议，凝聚治理共识。行

政主管部门立即组织辖区企业进行
培训并建立防范性骚扰制度及处置
机制。同时，区检察院联合多部门
开展“线上线下”普法宣传，覆盖人
群 2.3万人次、企业 200余家。目前，
辖区企业已基本建立相关制度机
制。

为拓宽维护妇女权益线索渠
道，鼓楼区检察院制定协作机制意

见，明晰线索移送、配合调查核实、
意见分歧协商等职责。同时，充分
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
公”志愿者、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员、
观察员等外部监督力量，辅助办理
维护妇女权益公益诉讼案件，发挥

“专家智库”作用，请他们提供专业
支持，有效破解专业知识短板，提升
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感谢检察官帮我拿到了司法救
助金。”近日，一场听证会后，年届六
旬的胡女士感激地对鼓楼区检察院
检察官说。

原来，此前的一天凌晨，胡女士
的亲属在操作三轮车时，不慎与一辆
小轿车刮擦。胡女士连忙上前处理，
却被车上人员打伤。报警后，警察快
速赶到现场，但打人者已驾车仓皇离
去。经鉴定，胡女士的伤属于轻伤。
由于事发时正值凌晨，路人稀少，加
之现场没有监控设施，被害人员也没

能提供施暴者的有效特征，该案虽已
立案，但侦查工作一直没有取得进
展。胡女士于是到鼓楼区检察院寻
求帮助。

依托鼓楼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合办公室，鼓楼区检察院启动检警沟
通机制，调阅案卷材料，梳理现有线
索，要求侦查机关加强侦办力度，督
促扩大证据收集范围。为提升办案
透明度，区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
会，听取案件当事人及听证员的意见
与建议。针对胡女士受伤却没有得

到赔偿、家庭困难的情况，鼓楼区检
察院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协助其
提交申请。经审批，胡女士获得司法
救助金1.5万元。

2023年以来，鼓楼区检察院积极
加强妇女帮扶救助工作，开展“关注
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
专项行动，对涉案困难妇女开展司法
救助，共发放救助金 33.5万元，还引
入专业力量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妇女
消除负面情绪，重拾生活信心，并会
同企事业单位建设13个帮扶基地，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 6名涉案妇女
获得工作岗位。

此外，为充分发挥“法治副校
长”“法务特派员”“蒲公英志愿者”
等普法机制叠加效应，鼓楼区检察
院面向社会、学校、家庭深入宣传
《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法规，广泛开展反家暴、防性
侵等法治教育，以案释法讲述维护
妇女权益检察故事，提升妇女群体
法律意识，营造维护妇女权益的良
好氛围。

▲鼓楼区检察院联合行业主管
部门开展女性权益维护情况调研。

（鼓楼区检察院供图）

3月6日，省、市及鼓楼区三级检察机关在福山郊野公
园开展女性健步走活动。 （鼓楼区检察院供图）

集聚力量 织密妇女权益保障网

强化监督 织密妇女维权线索网

多措并举多措并举 织密救助妇女服务网

◀“鼓检青年宣讲团”到结对乡村
开展“保护妇女权益”普法活动。

（鼓楼区检察院供图）

诊室、手术台、实验室，护航
生命的现场，她们从不缺席；开
方、看病、救人，救死扶伤的阵地，
她们一直坚守。“三八”妇女节前

夕，本报记者采访了福州卫健领
域的多名女性，透过她们感受新
时代女性的奉献与担当。

她们是福州卫生健康领域巾

帼力量的一个缩影，践行着“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用行动助
力“健康福州”建设。

致敬，守护市民健康的娘子军
本报记者 林文婧

“肝硬化患者反复呕血，呕血量达
2000毫升，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
提高氧流量后无好转，口腔内吸出大
量血液”“马上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行
床旁气管镜，务必保持气道通畅”……
昨日10时许，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
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林秀华正在
查房，一个急迫的声音让她转移战场，
投入新一轮战斗。

经过 4小时抢救，林秀华团队成
功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面对
患者亲属的道谢，林秀华说：“我只是
做了该做的事，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密

切关注病人情况，放心！”
作为一名呼吸科医生，

连轴转啃硬骨头是林秀华的
工作常态。尽管如此，她始
终保持着对患者的关爱尊
重，不仅手机 24 小时开机，
更将手机号码告诉病人，为
的就是不间断守护患者安
危。

“主任是我见过最平易近人的医
生，和她相处就如亲友般”“从来没见
过哪个主任天天查房，周末都没落
下”……采访中，提及林秀华，患者们

不禁竖起大拇指。
“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人，没有

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我将‘医’往无前，
守护患者一吸一呼。”从医十六载，林
秀华依然初心不改。

“生了！双胞胎！”伴随着清脆的
啼哭，一对双胞胎在福州市中医院降
生。看到宝宝，产妇张女士用尽气力
对医护团队道了声“谢谢”。

张女士因先兆流产，在外院治疗
无果，经介绍来到市中医院中西医结
合生殖中心寻求帮助。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周丽春接诊
后，为其量身定制一套详细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案。考虑到张女士双胎妊
娠且属帆状胎盘、单绒膜双胎，有一定
危险。妇产科西医团队随即确定分娩

时机、分娩方式，为双胞胎的
诞生护航。像张女士一样，
求子多年，最后在妇产科圆
梦的故事不少。

中医对不孕症的治疗传
承已久，千百年来更是积累
诸多疗效显著的经方。中西
医结合生殖中心主任医师余秀兰带领
传承百年的“孙氏妇科”团队，一边持
续研究集成名老中医的宝贵临床经
验，一边引入西医生殖技术，给不孕不
育患者带来福音。

据介绍，该团队积极为女性朋友
调理不明原因不孕、卵巢低反应、反复
盆腔痛、妇科肿瘤等疑难杂症，同时在
辅助生殖中医调理上也发挥重要作
用，助更多女性好“孕”相伴。

早8点到下午2点，63人！这是福
州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区
科主任张宏英昨日上午的门诊看诊
量。

“只要你们信任我、愿意等，我中
午加班看诊！”当天，不少来自外地的
患者因为挂不上号要求现场加号，张
宏英都一一满足。

结束了门诊，张宏英简单吃了几
口饭，就大步流星赶回呼吸科病房，因
为很多住院病人都是冲着她来的。很
多人不知道，就在前一天晚上，张宏英

带领团队挽救了一名危重症
患者的生命，忙到凌晨才稍
微歇了口气。

“只要有病人，我们就必
须坚守，这是一名党员、一名
医生的担当。”张宏英说。工
作 20多年，她夜休的次数屈
指可数。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张宏英作为
单位的主力人员，创建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助力新药研发；搭建医院科教
科的文件制度框架，为医教研协同发

展奠定基础；建立间质肺亚专科，为
肺罕见病患者提供专科就诊平台。

“救人和育人都是我的职责。”张宏英
说。

“在一些人眼中，护士不过是
打针、输液、发药，其实护理工作
的专业性在日益凸显，在专科护
理、危重症患者救治、病情观察、
并发症预防、心理支持等方面承
担着重任。”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创
伤骨科护士长陈小玲说，“要想更
好守护患者健康，必须深耕专业、
不断创新。”

如何创新？在全省率先试
点无陪护病房，是一大亮点。骨
科病房的病人普遍术后自理能
力差，“无陪护”就从这里开始试
点。

“无陪护病房并非不让陪，而
是由经规范培训的护理员替代家

属承担患者的生
活照护，实现无家
属陪护或陪而不
护。”创伤骨科作
为首批无陪护试
点病房，陈小玲带
领同事们建章立
制、总结经验、优化流程，让每个
角色都发挥出最大作用。

无陪护病房效果如何？群众
最有发言权——试点半年来，科
室收到 3面锦旗、20多封感谢信，
患者满意度在 97%以上，有效破
解“一人住院，全家受累”困局。

“他们如家人般照顾我，我得
以在最短时间康复。”股骨粗隆下

骨折的章倩是无陪护病房的受益
者。住院期间，章倩与护士、护理
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陈小玲的护理工作中，“章
倩们”的故事数不胜数。“干护理
工作，要将心比心，以心交心。”这
是陈小玲最常说的话。她总把自
己当成病人、病人家属，与他们共
情，理解并关爱他们。

“陈主任，麻烦您给看看，孩
子怎么就变样了……”昨日中午1
点左右，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儿童
专科院区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门诊
室内，陈瑞敏还在忙碌着。从早8
点到岗开始，忙得顾不上喝水的
她已看了近 40名患者，但门外仍
有不少慕名前来的家长和患儿。

性早熟、矮小症、肥胖症是这
个诊室最常接诊的疾病。陈瑞敏
深知家长们的焦虑不安，总是尽
可能看完，并言语温柔地给予解
答，给出最适宜的诊疗方案。下
午 2 点才能吃上饭，在她这里已
是常态。

为啥一定要从外地来福州看

诊？“瑞敏主任是
这方面的权威，常
常一眼就能找出
症结所在，我们都
信任她。”一名家
长道出大家的心
声。

信任源于专
业。作为福建省小儿内分泌遗传
代谢专业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人才，从业 30多
年来，陈瑞敏带领市第一总医院
儿童专科院区内分泌遗传代谢科
从单人科室发展为如今拥有专科
门诊、病房、实验室等于一体的临
床科研教学团队，每年接诊来自

全国各地的患儿5万余人次。
“让更多罕见病被看见，相信

我们一定能做到！”秉持这一信
念，陈瑞敏所带领的专科，开展内
分泌遗传代谢性疾病及相关罕见
病的诊治，医疗水平处于省内领
先、国内先进地位，部分研究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临床与科研工作
得到国内顶级专家认可。

陈瑞敏：业内权威业内权威 勇攀高峰勇攀高峰

陈小玲：将心比心将心比心 不断创新不断创新

张宏英：亦医亦师亦医亦师 救人育人救人育人

市中医院妇产科：中西结合中西结合 带来好带来好““孕孕””

林秀华：““医医””往无前往无前 守护患者守护患者

陈瑞敏为罕见病患者查体陈瑞敏为罕见病患者查体。（。（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陈小玲陈小玲（（右右））指导护理员叩背指导护理员叩背，，预防患者预防患者
肺部感染肺部感染。。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文婧摄林文婧摄

张宏英正在阅读病患肺部张宏英正在阅读病患肺部ctct片片。（。（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市中医院妇产科医护迎接新生命市中医院妇产科医护迎接新生命。（。（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林秀华为林秀华为患者查体患者查体。。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文婧摄林文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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