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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直通两会

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产假、护理假等方面建言

献策。《工人日报》微信公众号“工道”栏目针对“男性陪妻

子休产假”这个话题推出专题，吸引不少网友留言。我们

选取并整理了部分网友的留言——

G 两会影像

本报记者 张菁 陈晓燕 郝赫

生育假期延长会不会抬高女性就业的

“隐性门槛”，成为她们的“甜蜜的负担”？

今年全国两会上，几位代表委员对延长产

假可能减损女职工权益提出担忧。

如 何 在 提 高 女 性 生 育 意 愿 的 同 时 ，

保 护 她 们 的 职 场 权 益 ？ 代 表 委 员 围 绕

完善生育政策提出建议，呼吁建立生育

假成本分担机制。

延长生育假或抬高女性就业“隐性
门槛”

自 2021 年 8月国家出台三孩生育政策

以来，各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延

长产假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

生育相关假期的延长无疑有利于女性

更好地恢复身体机能，同时也有更多时间

来照护婴幼儿。各地产假延长后，少则百

余天、多则一年。

记者发现，对用人单位而言，增加的成本

主要是生育相关假期延长期间的工资成本和

替代用工成本。一方面，生育津贴还不能覆

盖女职工所有生育假期间的工资；另一方面，

职工长时间离岗，用人单位需要安排其他职

工分担工作或增加人手，要增加工资支出。

“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选择减少招聘女

性。”全国政协委员、辉瑞中国企业资深顾问

冯丹龙认为。

这样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曾经就有

网友晒出某知名公司在招聘面试单中要求

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且该选项仅限女

性填写。近年来，女职工怀孕后被调岗、边

缘化、变相逼迫离职等现象屡屡出现在媒体

报道中。

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如果生育假延长的成

本全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可能会抬高女性就

业的“隐性门槛”，使假期成为“甜蜜的负担”。

为男性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创造条件

“要提高生育率，就要从女性视角出发，

真正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冯丹龙委员认

为，让男性有条件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是增

强夫妻双方生育意愿的好方法。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在修订

政策时增设或延长了男性陪产假，时长在 7
天～30天不等，多数是 15天。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

认为，女性产假与男性陪产假天数差异较大，

不利于这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出于身体恢复和哺乳需要，女性产假的

天数应该高于男性陪产假，但原本 98 天左右

的产假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各地新政

中增加的生育假进一步加大了产假和陪产假

的天数差异，使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并

不高。”蒋胜男代表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

假增加到 30天～42天。

在有的地方，男性陪产假执行情况堪

忧。北京市总工会一项调研显示，41.78%
的 受 访 职 工 没 有 休 过 陪 产 假 ，39%的 受 访

职工不知道单位是否提供陪产假；有些职

工虽然知道单位有陪产假，但担心影响工

作主动选择不休，其比例达到 64.53%。对

于 这 种 情 况 ，冯 丹 龙 委 员 建 议 ，要 强 制 夫

妻 双 方 共 享 生 育 奖 励 假 ，可 以 同 时 休 ，也

可以轮流休，确保男性休假的权利，“这样

可 以 减 少 用 人 单 位 在 招 聘 时 对 女 性 假 期

过多的顾虑。”

完善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

怎样让政策更多地兼顾女性就业与生育

的需求，让生育福利真正“甜”起来？几位代

表委员提出：应完善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减

轻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原主任李守镇建议，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

围，推动灵活就业等群体参加生育保险。同

时，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扩大生育津贴的支付

范围，“在生育保险基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可

以考虑将生育奖励假期、陪产假、育儿假等纳

入生育津贴支付范围，减少企业支出。”

李守镇委员同时建议发挥工会组织的作

用，比如通过开展集体协商，增加弹性工作

制，既可以维护女职工权益，同时也保证用人

单位的正常经营。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副总督学

杨善竑则认为，可以按照一定标准，科学测算

生育、养育、教育等成本，在此基础上，合理划

分政府、社会、单位、家庭的成本分担比例。

推动形成政府主体、家庭主责、各部门统筹、

全社会支持协同配合的良好局面。

（本报北京 3月 7日电）

生育假期延长会不会抬高女性就业的“隐性门槛”？代表委员热议——

别让生育假成为“甜蜜的负担”
G 今日关注

三斤：男性陪妇女休产假，出发点在于消除女性的就业歧

视，让男性也承担起抚育子女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

何尝不是在保障男性的抚育权。和就业一样，在带娃这事上，

男女也理应“同工同酬”。

刘友婷：支持。妻子在这时候需要丈夫的陪伴，参与照顾

宝宝也能让男性切身体验到育儿的不容易，对维持家庭关系

和睦有重要作用。

涛声：应该提倡。要形成舆论共识：不给休假的公司不是

好公司！不带娃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谭秦悦扬：支持国家坚定地通过立法来平衡男性与女性

在生育过程中承担的时间成本。

岁月静好：可以鼓励男性参与陪产假，但是不应该强制，

否则就变了味道。

快乐天使：应该在休假之前为“爸爸们”组织一些照顾婴

儿的培训活动，这样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黑黑的看不见：最好加一条：不能给假期的单位要为职工

发放高额陪护补贴。

涵：促进男性建立并加强家庭责任感，有利于女性身心的

恢复，避免产后抑郁等疾病，促进家庭和谐。

陈永江：生娃养娃都不能只是女方一个人的事。

X3：最实际的是实行一定时长的弹性工作模式，比如男

性可以居家办公等。对于有的家庭来说，男性在家休一个月，

房贷、奶粉钱哪里来？

（关晨迪 整理）

鼓励男性陪妻子休产假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记者张菁 陈晓燕 郝赫）“目前，亟

需加快技能人才供需大数据平台建设，打破校企人力资源对

接信息不能精准匹配的瓶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

技师学院副院长杨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

杨珍代表在调研中发现，我国技能人才供需大数据平台

提供的内容还不够精准，有些地区虽然搭建了校企人力资源

对接服务平台，但信息零碎分散，缺乏区域性的行业分类岗位

需求信息。

“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与供给、专业设置与调整、校企

合作等方面，都需要相对精准的市场需求数据作支撑，才能

适时作出动态调整，让技能人才更好地适应产业发展需

要。”为此，杨珍代表建议，整合分散于政府各部门、各行业

组织、企业，以及职业院校的各类信息资源，摸清企业人才

需求，提高引才聚才精准度，并建立互通的职业教育信息共

享服务平台。

此外，杨珍代表还建议，可以灵活运用大数据，建立行业、

产业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业岗位统计报告，预测产业人

才需求。对技能人才资源的“家底”和需求动态进行科学统计

和预测，增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

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技师学院副院长杨珍呼吁——

加快技能人才供需大数据平台建设

本报北京 3月 7日电 （记者徐新星）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建议，在高校和科

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增加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和退休方式的灵

活性和自主性，既可将年龄作为标尺，也可将工作年限等作

为标尺，更好地发挥出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层次人才的社会

价值。

来自高校的卢克平代表指出，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高级

知识分子和高层次人才较为集中，以博士学位获得者为例，从

其年满 6 周岁接受义务教育起，到高等教育阶段获得博士学

位，一般至少需要 22 年时间，其博士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年龄

至早约在 28～30 周岁之间，工作年限一般为 30 年左右，这与

教育成本的较高投入不太相称。

对此，卢克平代表建议，在高层次人才中试行“弹性退休”

制度，既可以依据年龄等条件，按国家现行退休制度执行，也

可将工作年限作为标尺，在工作年限满 30 年时申请退休，或

者选择继续工作，以每两年为 1个周期，最长至工作年限满 40
年为止，允许其灵活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建议——

在高层次人才中试行弹性退休制度

本报记者 郝赫 陈晓燕 张菁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一组关

于“95 后女性已经开始养老焦虑”的话题

登上热搜，工作不确定、体检异常项、隐形

加班、熬夜等引发的各项经济、健康、生育

方 面 的 压 力 ，让 不 少 年 轻 女 性 网 友 高 呼

“全中”。

观念转变、信息爆炸、产业转型、生育

政策调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变化，

让不少职场女性面临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

重压力，这一现象引起多位代表委员的关

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们带来了相关建

议和提案。

“当代女性对自身的职业追求、生活

品质要求等越来越高，因此她们的工作和

生活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压力。如果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排解，可能会出现心理

健康方面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汽本

田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办副主任李先

兰说。

中信集团工会女工委在调研中发现，

大多数女职工在家庭中承担了家务、照顾

老人、育儿等多重责任。在该集团连续 3年

开展的心理关怀服务中，女职工在婚姻家

庭、育儿方面的心理咨询数量约占咨询服

务总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十余个行业

女职工的心理健康调查显示，30%受访女职

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最常见的是抑

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躯体症状等。研

究表明，超长时间工作后，睡眠质量下降、

生物钟紊乱、持续性的躯体不适等都可能

促发心理疲劳，引起心理健康问题。

对此，代表委员们呼吁，应加强对职场

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在引导职工积

极向上、健康生活、提高抗压能力的同时，

普及心理健康专业知识及正规就诊渠道，

完善心理健康服务。

李先兰代表建议，企业管理者应对职工

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多加关心、多交流沟通，及

时预防和疏导职工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

题。为保护职工隐私、方便职工随时随地咨

询心理健康问题，企业工会可引入第三方平

台，搭建线上心理辅导平台，为职工提供专业

的心理咨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孙承业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进

一步制定工作指导和标准规范，督促企业落

实职工法定工作时间的相关规定，限制超长

时间工作，有条件的单位应对特殊时期的女

职工实施弹性工作制度。同时，加强心理健

康服务人才队伍的系统培养，提高心理健康

服务的专业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

工作部部长王晓峰建议，尽快推动家庭教育

促进法、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等政策文件在用

人单位落地，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

庭关系的措施，如鼓励用人单位开展职工托

育服务，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地

方法律法规规定的陪护假和育儿假、便于照

顾老人和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

等。同时，采取减免税收等政策减轻用人单

位的人力成本。

（本报北京 3月 7日电）

职场女性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家庭，代表委员呼吁——

多给她们一些心理健康呵护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正逢全
国两会。在两会上，女代表、女委员
肩负人民的重托，积极履行职责、参
政议政；女记者、女工作人员在自己
的工作领域兢兢业业、默默耕耘。

会场内外，她们展现了巾帼
不让须眉的风姿，工作中的她们
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杨登峰 车辉 王群 摄

两会风景线

3月 7日，山西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时，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吕春祥展示了由他
所在的团队研发的 TG800 碳纤维材料。碳纤维在工业界被
誉为“黑色黄金”，密度只有钢的1/4，强度是钢的5~10倍，该
材料被应用于今年北京冬奥会的雪车和头盔，实现了国产雪
车“零”的突破。 李联军 摄

展示新材料

本报记者 罗筱晓 陈晓燕

“今年我将从加强技能人才职业通道顶

层设计的角度，为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提出

建议。”5 次参加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淮北矿业集团公司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

杨杰每一次都会关注一线工人的收入问题。

当技能人才的薪资待遇与他们的贡献不

匹配时，行业的吸引力必将进一步减弱，让三

者达成平衡相互促进，是弥补制造业人才缺

口的关键一步。代表委员呼吁，要让技能的

价值体现在工资条上。

技能人才总体收入偏低

今年 8月，全国人大代表、山海关船舶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船舶钳工马加友将要退休。从

事船舶修理工作的马加友代表工作了 39年，作

为高级技师，他的工资条上，每月的技术津贴

只有400元。

几年前，全国人大代表，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焊工、高级技师丁

照民在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大师工作

室。他发现，每年学校的焊工专业只能招到

大约 30名新生。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74641 元。相比之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均工

资为 175258元。前者还不及后者的一半。

作为行业风向标的高技能人才，收入情

况也不容乐观。上海市总工会的调研显示，

该市两位评上高级技师近 20 年，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中华技能大奖等荣誉的全国

劳模，工资报酬仅相当于他们所在企业获得

高级职称 5年的工程技术人员。

杨杰代表在一家企业调研时得知，虽然

这家企业已经推行“新八级工”制度，最高级

别的首席技师也实行了年薪制，但是技能人

才的总体收入依然偏低。

“有热爱支撑，收入就不再是单一
问题了”

丁照民代表一直有个遗憾：因为当焊工

收入低，他最得意的一名徒弟转岗了。转岗

后徒弟的收入确实高了一大截，“可好不容易

学的手艺就丢了”。

丁照民代表一直期盼着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的政策出台落地，再把徒弟“要”回来干技术。

近几年，《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

见》《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十四五”职业

技能培训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接连出台，产业

工人的地位、待遇得到明显提升，但丁照民代

表期待，“落地速度再快点”。

采访中，杨杰代表和丁照民代表同时提

到，作为我国技术领域最高奖项——中华技

能大奖的获得者，他们并没能在工资薪酬、职

务晋升、期权股权等方面享受到特别待遇。

还有，部分企业的分配方式不合理，导致

尽管企业规模和利润上升，工人工资却增长

缓慢。

“当然，企业也有苦衷。”说起一线工人的

工资，全国政协委员、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纯星表示，“制造业多是劳动密集型

企业，大多数利润不高，如果再增加用工成

本，企业生存就会有问题。”

从事数控加工 33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航天科工三院 239 厂首席技师戴天方从普通

技术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戴天方去德国

培训学习时，看到当地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就进

入实训基地，孩子们对制造业充满了好奇。他

开始意识到，激发青少年对制造业的热爱和情

感，促进人才培养和兴趣相结合是行业需要思

考的问题。“有热爱支撑，收入就不再是单一问

题了。”

共同推动技能人才收入增长

杨杰代表建议，要打通管理层和技术层的

职业通道，以平等原则重塑管理人才和技能人

才的薪酬体系，让高水平工人安心留下来。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华阳集团一矿机电

工区副主任姚武江很是自豪企业的薪酬制

度：“我们实行的是‘W 薪酬体系’。”他解释

说，在这一体系中，无论是技术岗位、管理岗

位还是操作岗位，只要从业者能力强、业务

好，收入就能在同一水平线上。

在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样

的尝试也已持续了许多年。全国人大代表、豪

迈公司电火花小组组长王钦峰介绍，公司实施

内部选拔机制，只要符合要求，职工可以在管

理、技术、销售等岗位间进行调动。在豪迈工作

了近27年，王钦峰代表已轮换了18个岗位。由

于公司技术津贴优厚，工作出色还能认购股份，

因此技术工人月收入过万元也是常事。

在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

长许玲看来，制造业技术工人收入要提高，前

提是企业要转型升级，掌握核心技术，进军高

价值产业链，提高利润率。“只有这样，制造企

业才能有底气给技能人才涨工资、提待遇。”不

过，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技能赋值”。

陈纯星委员期待有更多针对制造业的

扶持政策措施出台，有更多资本流入实体经

济，“大家共同努力，推动技能人才收入迈上

新台阶。” （本报北京 3月 7日电）

代表委员关注技术工人收入增长问题——

技能的价值要体现在工资条上

怎样让年轻人愿意进工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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