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儿假带来的成本，
应该由谁来埋单？

什么是父母育儿假？不少年轻父母表示并不确切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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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见玥遗失江苏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收据4），票号009
84873，金额1270元，声明作废
●吴晓东遗失招商城 D1-102
铺位保证金收据，编号0001023，
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许玉萍遗失招商城 D1-103
铺位保证金收据，编号0001024，
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周芹、庄叶飞遗失无锡信源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赛格
电子市场 2-2187 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自开）1份（发票联）
发票代码，232001290111 发票
号码 02441020 金额 132000 元
整，声明作废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西洋参0.78元/克满1万送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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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金鲁燃气有限公司于2021
年2月1日与徐杰（身份证号：34212219
79****8210)、2021 年 9 月 6 日与王俊
杰（身份证号：4127261982****4517)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已注销 2 人送
气工证。 公告发出之日起，以上人员
不再具备经营及配送瓶装燃气的相
关资质，其个人行为后果皆与无锡市
金鲁燃气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无锡市金鲁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9月9日

注销公告

●遗失余子谦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320042138作废

●遗失滨湖区叶之秋海鲜料理
餐厅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证编号：JY23202110117852，
正本编号32021100020181017
0059，副本编号3202110002018
10170060作废

95后青年小丁直言：“父母育儿假不会那
么容易落地，因为现在企业人力普遍吃紧。”

正如小丁所担心的，出台父母育儿假是好
事，但从现实操作和可行性角度来说，要想将
父母育儿假真正落到实处，面临一个非常现实
的问题：育儿假带来的成本，应该由谁来埋单？

“对于家庭而言，只有当各家庭成员都能
承受生育负担时，才会支持‘决定生’的家庭决
策；否则，就会有人投反对票或投弃权票。”蒋
月表示，育儿成本分摊的主体，既包括生育者、
生育者所在单位，又包括国家。“国家应当在财
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儿童服务等
方面采取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
负担。”

邓丽指出，涉及短期经济收益的问题，有
时需要员工与企业的变通和协调，有时需要从
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做通盘考虑，综合运
用协商、免税、补贴等方式，尽可能减少企业损
失。“育儿假的实施虽有可能带来短期的成本
损失，但长远来看，绝对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
未来的。”邓丽说。

“应尽快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将父母育儿
假纳入其中。”黄绮表示，各地医保部门要按规
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
遇，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生育保障权益，做好父
母在育儿假期间的权益保障，鼓励企业给予员
工一定的休假自由。

黄绮指出，父母育儿假休多久、如何休等
问题，是一个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统筹考虑的
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后，要尽快做好
各项政策衔接，对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走好
社会各方利益“平衡木”，确保修改后的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落实到位。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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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假如何育儿假如何
不只是不只是““看看上去很美上去很美””

如今，“生了孩子没人带”已成为一些年轻人不敢生、不愿育的一大原因。“我们都喜欢小孩，但不

得不考虑实际情况。如果国家有政策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还是愿意响应国家号召的。”刚迎来第二

个宝宝的张欣(化名)说。

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

定，增加的一项条款引人注目：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8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探索实

施父母育儿假。

什么是父母育儿假？这一政策能否推动“三孩政策”的实施？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推动父母

育儿假有效落地？日前，记者采访了一些年轻的宝爸宝妈，并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解读。

“不是太了解”“真没听过”
“挺新鲜的”……近日，记者针对
父母育儿假话题进行街采时了解
到，较少有人知道父母育儿假，不
少年轻人对此的认知基本停留在
产假、陪产假阶段。对于什么是
父母育儿假、可以怎么休，不少年
轻父母表示并不确切知晓，但非
常期待。

实际上，父母育儿假并非随
着三孩政策而来。2019年5月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鼓励
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
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
假。这一“新型假期”进入大众

视野。
中国青年报社“2021全国两

会 青 年 期 待 ”调 查 显 示 ，有
60.5%的受访者希望落实父母育
儿假，60.2%的受访者希望允许
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弹性工作，这
一比例甚至超过对孕产妇提供
分娩和生育补助等其他政策支
持。

“育儿假与产假、陪产假不是
一个概念。”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解释说，
父母育儿假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给夫妻双方每年一定的天数，用
来照顾、陪伴孩子成长，是产假、
陪产假之外的一种家庭假期，“父
母育儿假有利于提升育龄夫妇的

生育意愿。”
“父母育儿假是出于对儿童

利益保护的需要。”在厦门大学法
学院教授蒋月看来，孩子的成长，
父母不可缺席，育儿假可以提高
家庭成员之间的黏性，避免“丧偶
式育儿”。

二孩爸爸张先生对“丧偶式
育儿”深有感触：“现在照顾孩子
的担子都压在孩子妈妈和老人身
上，有了父母育儿假可以把爸爸
的育儿责任承担起来，对孩子、家
庭都有益处。”

蒋月表示，育儿假是社会分
摊育儿成本的办法之一。“缓解个
体生育与职业发展间的冲突，有
利于促进性别平等。”

35岁的高昆(化名)有了儿子
后，为响应国家政策，夫妻俩本打
算“拼个二孩”，没想到迎来了三
胞胎女儿。如今4个孩子环绕在
侧，高昆深感幸福，也备感压力。

工作日，高昆和妻子都要上
班，孩子由双方父母和保姆照
看。“随着3个女儿的到来，家里
老人都失去了‘自由’，幸福并劳
累着。”高昆希望落地实施父母育
儿假，这样家里能松一口气。

“孩子成人前，应该由父母
经常带出去长见识。这对上班
族父母而言，特别需要一个相对
稳定的假期。”高昆理想中的育
儿假，“不只在孩子3岁前，至少
孩子上小学前都需要父母更多
的陪伴。”

如何不让父母育儿假只是

“看上去很美”？专家认为需要政
策统筹发力。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学者邓丽
强调，制定父母育儿假规则，应当
兼顾性别平衡。“育儿假是父母双
方都享有的假期，就此而言，录用
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应适用同等
机制，否则可能涉嫌性别歧视、母
职歧视。”

黄绮认为，传统观念中，女性
育儿更有经验、更细心，这导致女
性在职场中处于弱势。育儿的责
任需要父母双方共同承担，“男性
休育儿假，可相对减轻对女性的
职场歧视，有利于保护女职工劳
动权益”。

有专家指出，从国际经验来
看，出台灵活的父母育儿假政策
能确保父母公平和共同承担责

任，有助于提升生育率。那么，父
母育儿假多长时间合适，一次性
休还是分阶段性地休？

参照目前各地已出台的相关
条例，父母育儿假多停留在子女
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
方各10天共同育儿假。“这显然
是不够的。”黄绮表示，0至3岁是
孩子安全感的建立和培养期，应
适当增加育儿假。随着孩子的成
长，再对育儿假作适当递减较为
合适。

黄绮建议，在实施阶段，应
给予父母一定的育儿假使用自
由。比如，父母可选择一次性全
休、拆分式休假或在一天的某个
时段休假，此外，夫妻双方可以
自由选择错时休假或凑时间共
同休假。

专家：制定父母育儿假规则，应当兼顾性别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