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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5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

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和我国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
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
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

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的歧视。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

殊权益。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

第三条 国务院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
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

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

益。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
利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五条 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妇

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

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
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

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
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
作。

第七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
级妇女联合会依照
法律和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章程，代
表和维护各族各界
妇女的利益，做好

维护妇女权益的工
作。工会、共产主义

青年团，应当在各
自的工作范围内，
做好维护妇女权益
的工作。

以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

家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目标，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

史性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

步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作出的最新部署。因此，要把乡村振兴战略

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

路。

城乡发展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

生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调整工农

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必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形

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

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只有走城乡融合

发展之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才能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根本目的是让城

乡发展成为交错相融、和谐共生的共同体。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城乡融合，就要着力破

解城乡要素配置不合理、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不充足、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农

民收入增长态势不稳固等问题。走好城乡

融合发展之路，必须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的体制机制。要推动城乡产业多元融

合，发展数字农业和创新技术，加快乡村经

济转型。要改善城乡劳动力配置，拓宽高质

量就业渠道，以人才资源激发乡村活力。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十

四五”时期的重头戏。当前，城镇化领域还

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完善提升。我们

必须发扬优势，补齐短板，更好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城镇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

城镇化道路。我省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县

域产业、基础设施、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等，

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带动一二三

产业加快发展，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要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历史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持续

抓好“三个一批”活动，加大力度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互动、融

通互补。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将城乡

发展视为一个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有机整
体，还应重视城乡之间的分工差异和功能特

征，要从我省各地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不同

地区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在发展

中时时从农民角度出发、处处为百姓着想，

稳妥把握、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久久为功，

才能做到一体发展、全面进步，最终把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成果落实到提高农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上，让乡村的明天更加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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