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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20余省份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工作，推
出系列鼓励生育措施。不少地区进一步延长生育假，并增设育儿假。

生育福利“加码”，很多人为之叫好，但也有女性担心会面临更大的
求职压力和失业风险。

延长生育假会加剧职场性别歧视吗？如何推动好政策落地？记者
对此展开了调查。

2021年12月30日晚，中国福
利彩票双色球第2021150期开奖，
这是2021年双色球的最后一期开
奖，也是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的最
后一期开奖。当期双色球井喷37
注超值一等奖，单注奖金5660828
元；其中25注同时获得一等奖特别
奖，单注奖金1105527元。安徽彩
民喜揽25注一等奖加特别奖，成为
2021年双色球收官之战最大赢家。

值得惊叹的是，安徽25注双色
球一等奖和特别奖是一张彩票独
中，也就是说，一个1.69亿元的双色
球超级巨奖又诞生了。据检索，巨
奖出自铜陵市开发区新城花园5栋
2号的铜陵福彩第34110097号投
注站，系一张50元的机选一注号码
25倍投的单式号码票中奖，中得25
注一等奖和25注一等奖特别奖，总
奖金169158875元。

12月31日一大早，铜陵双色球
1.69亿元大奖得主张先生（化姓）就
来到安徽省福彩中心，兑领了奖金。

张先生是位90后年轻彩民，据
他说，自己购彩时间有5年左右，几
乎每期双色球都会购买。每次投入
金额在几十到几百不等。“早几年看
到身边朋友买，然后中了个二等奖，
自己就也开始买了。买着买着就习
惯了，每期要都买双色球，一次不买
就想得慌。”

谈到选号技巧，张先生说自己
虽然常买，却没有研究过号码，一直

以来，他都是以机选倍投为主，偶尔
也会选几个自己喜欢的号码购买。

“我懒得动脑筋，所以都是直接机
选，倍投是因为付钱是整数，比较方
便。这次中奖之所以倍投25注，也
是因为当时我给钱正好50元。没
想到就撞到了25注一等奖，实在是
太幸运了。”说到这里，张先生开心
地笑了起来。

张先生说，他昨晚11点多知道
自己中奖了，然后兴奋得睡不着。
于是和家人一起连夜开车来了合
肥，所以一大早就来省福彩中心领
奖。谈到奖金规划，张先生说，自己
是做生意的，这笔钱会继续投入到
自己的生意中，将生意做大做强。

上期双色球头奖4注1000万
今晚双色球第 2022002 期开

奖，奖池10.79亿元。上期双色球开
出红球号码为06、13、15、17、20、
21，蓝球号码为03。

上期双色球头奖开出4注，单
注奖金为1000万元。这4注一等
奖花落4地：江苏、浙江、湖南、四川
各1注。二等奖开出83注，单注金
额38万多元。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0.79亿多元。本期彩民依然有机
会2元中得1000万元。

90后彩民
领走双色球1.69亿元巨奖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10.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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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生育假延长生育假，，会加剧就业歧视吗会加剧就业歧视吗？？

如何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而不
是沦为纸面福利？

多位专家指出，关键在于平衡
各方利益。生育成本不应仅由个体
家庭、企业来承担，亟须探索成本多
方共担机制，凝聚合力营造生育友
好型环境。

王天宇认为，就各地政府而
言，在推出倡导性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形成明确清晰的生育假法
律规范，降低模糊地带造成的执
行成本，并同步推出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等配套政策。同时，应考
虑企业的现实困难，合理划定企
业责任，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等措施，减轻企业雇佣女职工
的顾虑。

“不妨从善待生育期的女员工
入手，保证生育假足额执行，育期工
资足额发放，不设卡、不搞隐形歧
视，这本身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重要方式。”王天宇说。

“可引入社会力量，活化使用社

保基金以分担生育成本。”李凌云建
议，可效仿上海模式，拓宽生育保险
基金的筹资渠道，推动相关单位应
缴尽缴，扩大基金规模，不仅支付产
假、也要覆盖生育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

除了延长生育假，本次修例的
另一亮点在于新增男性生育假。例
如，上海规定男女双方享受育儿假、
江西增设30天男性护理假、天津明
确男性享受15天陪产假……王天
宇表示，这有助于重塑家庭内部的
育儿责任分工，也将减弱职场对女
性的歧视。

对于男性休假期间的工资，李
凌云建议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相对充裕，可以
在使用途径上尝试突破，除了用于
发放生育假工资，还可在女职工返
岗后，发放一定数额的生育稳岗补
贴，对企业也是一种激励。”(部分受
访者为化名)

（工人日报）

“我在面试时屡次被问到是否
婚育，甚至被要求承诺两年内不生
育，在这种就业环境下延长生育假，
女性找工作会不会更难？”正在求职
的宋天骄心情复杂。《2021中国女
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近六
成的女性在求职过程中被问及婚姻
生育状况。

王天宇认为，企业如果无法消
化生育假增加带来的成本，就可能
在招聘环节加重歧视。

一家互联网企业的人力资源负
责人武泽宇向记者坦言：“在我们这
种更新迭代迅速的行业，如果一名
女员工因休产假离岗半年，那她很
可能面临‘职场边缘化’。所以，有
生育打算的女员工，要么调整状态
提前返岗，要么做好被‘优化’和调
岗的准备。”

记者注意到，一些省份修订计
生条例时，也将这一问题纳入考
虑。湖南维持了2016年时“生育假

60天”的规定，并未再作延长，且在
“修改依据和理由”一栏中做出解
释：总体来说产假期限适中(158
天)，且近年来的实施效果比较理
想。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
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
性权益。

经历了几次求职后，宋天骄将
目光投向了体制内单位。“作为一名
未婚未育的女性，我不希望未来每
次选择生育时，都要被迫在事业和
家庭之间做一次选择。”

在李凌云看来，延长生育假或
将加剧用人单位间的分化。“一般
而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等体制内单位，对女职工生育权
益和职业发展的保障更为到位。
对于原本就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业，
假期延长会让歧视更加明显。这
也意味着，女性想要跻身于保障较
好的单位，竞争可能会越来越激
烈。”

“多了一个月假，从容了很多，能
多陪陪孩子，也有利于恢复状态。”在
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李丹刚怀上
二胎，她一边庆幸赶上了政策利好，一
边担心企业能否兑现生育福利。

按照当前制度设计，生育假期由
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国务院《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的98天
产假，另一部分则是2016年“全面二
孩”政策落地，各地修改计生条例后增
设的生育假，一般为30天～60天。

本轮条例修改，是针对生育假。
例如，北京将生育假由30天调整为
60天，江西由60天调整为90天。一
些省份还对假期时长做出分类规定，
例如河北明确，生育第一、二个子女可
享受60天生育假，生育第三个以上子
女享受90天。在陕西，女职工生育三
孩的，再给予半年奖励假。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李凌云分析称，假期工资要分成两部
分来看。98天产假期间，按照生育保
险缴费基数，由社保机构向用人单位
发放生育津贴，用以支付职工工资，若
津贴数额低于职工原工资标准，用人
单位需补足差额。生育假的津贴资金
来源，上海规定由生育保险基金覆盖，
但大多数省份只是笼统地要求由企业
承担。

“成本不只是体现在劳动报酬
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
授王天宇表示，职工休假涉及工资支
出、岗位空缺的影响、另雇他人替代的
成本等多方面问题。从生育福利的执
行现状来看，总体而言，国企好于民
企，大企业好于小企业。“这并不是说
民企或小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而是
他们员工较少，经营也面临更多困难，
单个员工缺勤造成的影响更大，自然
对人员的投入产出计算得更精细。”

是否会加剧就业歧视？

建立成本共担机制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