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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盛丽

二孩时代，
工会如何维护女职工权益？

从2016年1月1日起， 中国正式进入 “二孩时代”， 而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女职工在工作和家庭中的
压力更大， 责任更艰巨。 工会组织作为职工的 “娘家”， 对于女职工权益保护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如何切实做好女职工维权工作， 各级工会组织也在积极探索当中。

源头参与
一纸 “专项合同”护

航女职工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可以
约定女职工的特殊权益？” 采访
中， 很多非建会企业女职工对于
专项集体合同表示并不了解 。
“公司的制度都是面向全体职工
的， 没有男女职工之分， 劳动合
同里也并没有对女职工特殊权益
进行约定。” 女职工罗晓晓告诉
记者 ， 对于所谓的 “女职工体
检” “痛经假” “保胎假” 等非
国家法律规定的特殊福利， 她们
几乎没有享受的可能性。

“没有合同和制度的明确规
定 ， 我们请假也没有依据和理
由。” 罗晓晓苦笑着说， 前不久，
一个同事因为痛经， 差点晕倒在
公司厕所里， 最后请了 “病假”
回家， 因为没办法补病假条， 人
事部门最终按照 “事假” 处理，
该女职工当月的全勤奖没有了，
居然也无力反驳。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工会理
论与职工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王宏
伟介绍，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
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
女职工代表根据法律、 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 就女职工特殊权益方
面的内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的专
项协议， 协议对工人单位和本单
位全体职工具有法律约束力。”

相比而言， 平谷区王辛庄镇
太后村第一次餐饮行业工资集体
协商会议和职工代表会议结束
后， 打工妹陈桂锦则幸福得多。
陈桂锦说： “今年， 村里第一次
搞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市级
集体协商指导员张雨松接受我们
行业职工方委托， 当选职工方协
商代表 ， 同我们职工方代表一
道 ， 亲历餐饮行业劳资双方协
商， 使行业企业方为我们增加了
‘年度女职工体检’ 和 ‘年度夏
季高温补助’ 两项福利待遇， 让
我感到了餐饮行业女工劳动生活
更体面了。”

平谷区244个单位建立女职
工组织并签订了女职工专项集体
合同，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
率达到 100% 。 涉及工资收入 ，
福利待遇， 安全安康等多种企业
职工权益利益诉求， 共有1100多
个协商议题内容， 经过劳资双方
协商同意， 作为维护职工权益，
促进企业发展监督履约的合同条
款 ， 写进了企业 《集体合同 》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和 《女职
工专项集体合同》 文本中， 赢得
了劳资协商双方的认可和赞同。

的确，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
集体合同好似集体合同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切实维护女职工
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重要机制
和手段， 是坚持源头维护的重要
形式。

有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9月，
全国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
126.4万份， 覆盖企业326.8万家，
覆盖女职工7759.4万人， 女职工
专项集体合同覆盖面和履约率不
断提高。

今年， 全国各级工会女职工
组织将更加有效地发挥女职工专
项集体合同的依法维权载体作
用， 以非公中小微企业、 工业园
区和女职工相对集中行业为重
点， 积极推进区域性、 行业性女
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 着力规
范协商程序 ， 抓细抓实协商内
容， 不断增强履约实效。 积极推
动职代会和集体协商代表中有适
当比例女职工代表， 保障女职工
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维护
女职工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
权、 监督权。

贴心服务
“母婴关爱室”成个

性化服务的一个缩影

谈到二孩， 绕不开的话题就
是女职工生育完经历的哺乳期。
这个时期对于不少妈妈们都很难
熬， 而问题大都集中在无处喂奶
的窘境中。 不久前， 周静才结束
产假。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她，
心态、 身体各方面都做足准备，
但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老二吃
奶的问题。

“记得生完老大， 哺乳期就
有各种不方便。” 周静介绍， 她
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大， 但是女职
工占比不少。 在硬件方面并没有
考虑到准妈妈和刚刚生产完的妈
妈们的需要。 “记得和我生产差
不多的还有一位女同事 ， 她家
近， 每天中午都是赶着骑车回家
喂奶， 特折腾。”

因为自己家比较远， 没法赶
到家中喂奶， 周静只能带着各种
瓶子， 背着包到厕所挤奶。 “太
不方便了 ， 厕所中同事时常进
出， 而且也不卫生。”

怎么才能让准备生二孩或者
正在养育二孩的女职工， 能在哺
乳期更有保障？ 调查中， 妈妈们
回答中提到最多的是母婴关爱
室。 的确， 这间小小的屋子可以
让妈妈们更舒心、 更便捷。

2014年初， 北京市总工会下
发通知， 倡导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在女职工人数多、 条件成熟的机
关、 企事业单位、 经济园区、 商
务楼宇， 以及公共场所建立 “母
婴关爱室”； 并发挥工会枢纽型
社会组织的作用 ， 整合社会资
源， 为母婴关爱室提供了物质和
技术支持。

几年来， 不少基层工会也在
推进母婴关爱室的建设上小有成
绩。 在去年8月5日， 北京市总工
会和贝亲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的 “我最喜爱的母婴关
爱室评比颁奖暨母乳喂养倡议”
活动中 ， 60家母婴关爱室分获
“我最喜爱的母婴关爱室” 入围
奖或优胜奖。

“母婴关爱室” 秉承一室多
用、 一室多能的理念， 在服务于
女性特殊生理时期的同时， 还成
为了女职工相互沟通、 交流以及
开展心理咨询、 亲子教育、 女性
沙龙、 公益讲座等活动的温馨驿
站。 它的成功建立和运行， 是在
新形势下维护女职工权益的有效
载体和生动实践， 是一项工会牵
头、 社会参与、 职工满意的实事
项目 ， 给社会树立了良好的示
范， 已经成为工会组织具有较大
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服务品牌。

此外， 各级工会组织还在其
他个性化服务当中， 切实关心和
关注女职工。 王宏伟建议， “比
如， 在精准服务女职工时， 倾听
女职工的心声， 了解女职工的诉
求， 在帮扶困难女职工、 单亲女
职工生活的同时， 关注女职工们
的心理健康， 解决女职工的实际
问题等。”

助力发展
促进女职工平等就业

采访中， 有很多女职工提到
了 “生小孩错过升职加薪” 的问
题。

“别说二孩了， 老大都要想
明白再生， 怕耽误工作啊。” 提
到生娃， 不少女性感叹职业发展
和生儿育女之间存在的矛盾， 让
她们很头疼。 “不仅是生完可能
会耽误一些发展机会， 怀孕期间
也会遭遇各种工作上的小门槛。”

36岁的张玉是一位高龄产妇， 在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她， 已经熬
到主管的位置。 但是为了家庭，
她还是做出牺牲准备生二孩。

“生小孩对于女性是个职业
上的拦路虎， 生一个小孩怀孕要
10个月。 有的人孕期反应很大 ，
要请假， 还要做各种产检也要请
假， 有的身体不行还要提前休又
要请假 。 领导肯定会觉着事太
多。” 张玉说， “所以女性或者
说处在生育年纪的女性职工就不
太受领导重视， 提拔晋升的机会
也会少些。”

一方面是因为生育被动放弃
一些职业发展机会， 还有些人会
主动认命， 放弃职业规划。 李婷
婷已经工作13年， 拥有两个女儿
的她在工作上交出的成绩单还是
小职员一枚。 “能怎么办， 生娃
一耽误就是两年 ， 再生又是两
年。 工作岗位只能听领导安排。”

生了两个宝宝的李婷婷13年
里在同一个单位被换了4个部门，
工作越来越简单。 “感觉是被边
缘化啦， 但是又能怎么样。 这还
是不错 ， 保住饭碗 。 要是再事
多， 估计会被单位踢出门。”

事实上， 对于女职工职业发
展和素质提升方面的工作， 各级
工 会 组 织 向 来 常 抓 不 懈 。 近
年来， 工会通过组织女职工开展
技能竞赛、 岗位练兵等活动， 着
力打造职工素质提升的互动平
台， 引导和鼓励女职工根据自身
的条件和工作实际， 不断提升职
场竞争力。 女劳模、 女先进也成
为企业中不可缺少的职场标杆和
榜样。

此外， 充分利用首都职工素
质建设工程大讲堂， 职工职业发
展助推计划等项目， 也为女职工
做好职业发展规划， 为首都培养
有创造力的 “半边天”。

女职工流动课堂作为密云区
女职工素质提升的品牌项目， 服
务女职工人数已超过全区女工总
数的90%。 今年， 密云区总工会
将继续深化女职工流动课堂， 计
划全年开展 “职业减压”、 “婚
姻与家庭”、 “妇科常见病预防
和治疗”、 “职场礼仪” 等主题
讲座50场。

采访中， 记者也发现， 面对
二孩时代的来临， 各级工会组织
仍在不断探索切实维护女职工合
法权益的方式和方法， 在形式上
越来越多样， 内容上越来越务实
无数工作方式和经验值得推广和
借鉴。 就如王宏伟所说， “工会
作为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 ‘娘
家人’， 应加强源头维护， 依法
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
提供精准服务， 切实做好女职工
特殊权益维护， 促进女职工队伍
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