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分之二有孩子家庭因新冠疫情收入减少

图特写特写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根据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近日发布
的一份新报告，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全球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有孩子的家庭
收入有所减少。

这份题为“新冠大流行对有孩子
的家庭福利的影响”报告展示了在35
个国家收集的数据的结果。报告显
示，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最
有可能损失收入，超过四分之三的家
庭收入减少。相比之下，有一个或两
个孩子的家庭中，68%的家庭收入有
所减少。

调查显示：收入损失导致四分之
一有孩子家庭的成年人出现过整日或

更长时间没有饭吃。近一半有孩子的
家庭中，成年人因缺钱而省下一顿饭。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全球六分之
一的儿童，相当于3.56亿人，经历了极
端贫困。在发展中国家，近10亿儿童
生活在多维贫困中，这一数字由于大
流行而增加了1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敦
促迅速扩大针对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
保护体系，包括现金转移支付和普及儿
童福利在内的支持是关键投资。自大
流行开始以来，已有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台了数千项社会保护措施，世界银
行已为实施此类措施的国家提供约
125亿美元支持，惠及全球近10亿人。

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海地，新冠疫情加深了
家庭贫困。 图片来源：UNICEF

科威特女汽修工拉比亚：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的汽修梦”

■ 连原

在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哈利拉·纳库迈对
于乡村生活的感受是苦乐参半。她来自巴布亚
新几内亚主岛东海岸的丹丹村。划独木舟，出
海钓鱼，编织草裙和色彩缤纷的袋子，种植蔬
菜，在灌木丛中开荒，学习地方的传统仪式，这
些都是童年时代的记忆。

但是，她的家乡非常偏远，当地的塞皮克河
桀骜不驯，洪水频发。严酷的现实激励了她的
斗志，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由于气候变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极端天气对许多农村社区的影
响越来越严重。岛屿国家受限于地理位置，货
物和食品的运输和贸易都十分不便，但这些国
家往往又高度依赖进口。

哈利拉返乡后，她和村民获得了来自联合
国粮农组织的支持。

成为社区带头人

哈利拉居住的村庄离最近的公路有6公
里远，要把村里出产的可可、鱼和香草运到市
场销售，村民需要走很远的路，哈利拉说：“农
村家庭只买得起一些生活必需品，很难供孩
子上学。”

当地的小学离得也很远，要走两个半小时，
结果是村里很多孩子都辍学了。但哈利拉的父

母非常重视教育，在他们的支持下，她坚持上学，
还读了大学，现在又回到村里当起了带头人。

“我的父母不仅关心子女的教育，而且说到
做到”，为了支付学费，他们种植蔬菜，淘洗制作
当地淀粉主食西米。“我们在家完成家庭作业的
时候，他们会和我们一起思考，给我们一些好的
建议。”

家人的牺牲和坚持是值得的。对于村里的
年轻女性来说，教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哈利
拉先上了寄宿学校，后来又考上了巴布亚新几
内亚自然资源大学，攻读可持续热带农业，为期
四年。

学习期间，她深入钻研动植物育种、生物技
术、农业经营和创业等各项课程，掌握了宝贵的
农业专业知识。

她在大学的收获并不止于此。“还有对学习
的掌控能力，高度自律，善于管理时间，通过沟
通妥善处理矛盾，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培养健
全的品格，坚韧不拔。”

这一切努力并没有白费，2020年她回到故
乡，当上了西西达（SISIDA）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员
和协调员,合作社由当地三个乡村组成（SISIDA
是Sir、Sikan 、Dandan三个村的名字组合）。

她积极寻找资源，并很快获得了粮农组织
相关项目的资助。通过项目和哈利拉的组织安
排，村民接受了培训，领取了必需的农业生产资
料，学会了防治可可病虫害和养殖罗非鱼的新

方法。项目还协助农民申请银行贷款。
巡视可可、鱼、香草和牲畜的生产情况，对

村民进行技术指导，撰写报告，对外联络，这些
都是哈利拉的日常工作。尽管经费很紧张，有
时需要反复向村民解释合作社这一新概念，但
她丝毫没有动摇。

重新定义女性的角色

自然，事情不会一帆风顺，哈利拉也遇到了
不少问题。比如一些村民不看好她。“他们说，
她毕竟是个女人，马上就要结婚了。她一走，项
目就垮了。”她承认：“管理这个项目，由于我的
女性身份和我的学历背景，总会有一些非议。”
父亲丹尼是西西达合作社的主席，他一直不遗
余力地支持女儿，鼓励她不要放弃。

每当有母校的学生来村里实习，哈利拉会
对他们悉心指导，答疑解惑，传授自己的经验。

她告诉学生们，要提前思考什么样的高等
教育课程才能让自己的家人和家乡获得收益，
毕业返回故乡后，“不要等待，要付诸行动。”

哈利拉说，当带头人“真的不容易”，需要做
出牺牲。“这意味着你必须耐心、谦虚，事事先为
他人着想”，不要咄咄逼人和自以为是。最重要
的是，要学会积极面对一切，永不言弃。

哈利拉言行一致，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
理想：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让西西达成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样板。

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合作社带头人哈利拉·纳库迈：

坚定决心，努力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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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来自科威特的拉比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哈利拉，和世界各地很多女性一样，因为从事了

以男性为主的职业、甚至成为生产生活的带头人，而承担人们的讶异和质疑——首先是：你为
家庭尽职了吗？然后是，你还会为了家庭而中止事业吧？

哈利拉的回答是：“要学会积极面对一切，永不言弃。”
坚持，就是她们的答案。因此，如拉比亚所感：“世界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渐变化。”

■ 新华社记者王薇 聂云鹏

当穿着蓝色工装服的阿迈勒·拉比亚熟练
地从工具墙上拿起一把扳手，打开一台汽车的
引擎盖开始修理发动机时，她头上的花边头巾
显示出这是一位女性汽车修理工。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实现自己的梦想。”这
是拉比亚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从事汽车
修理行业已经25年了，是科威特全国最早的女
汽修工之一。受宗教习俗方面的影响，科威特
女性从事汽修行业是极为罕见的，但面对人们
投来的讶异眼光，拉比亚早已习以为常。

拉比亚从小就对汽车着迷。她说：“我父亲
有好多老旧汽车，我小时候就喜欢在车库里
玩。稍微长大一些后，就会去好奇地研究汽车
的结构和原理，并且拆装它们。”成年后的拉比
亚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有一天她的车坏了，这给
了她一个灵感：“我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汽车修

理店呢？”
拉比亚虽然没有接受过机械方面的系统性

专业教育，但她对汽车维修发自内心的热爱推
动着她自学了修理专业知识，并参加各类汽修
培训课程。1997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科威特工业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家汽车修
理店。

那时的拉比亚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
仍坚持在修理店上班。尽管她把家庭照顾得也
很好，但女性汽修工这个身份仍让她承受了很
多来自周边的舆论压力。在当时绝大多数科威
特人的传统观念中，修理汽车应该是男性垄断
的领域，女性不应该从事这种职业。“开业之初，
只有我一个人干活。没有人相信这家店是一位
女性开的，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冲进店里指责和
批评我带坏了社会风气。”拉比亚对记者坦言。

“然而世界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渐变
化。”她高兴地说，“现在的人们可以接受这些

了，有更多女性开始学习她们喜欢的、过去被认
为是男性学习的专业。”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更新，像拉比亚这样
追求自己职业梦想的科威特女性越来越多，性
别和行业绑定的观念也正在逐渐被打破。2021
年10月，科威特女性首次被允许参军，在女性
地位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历史性突破。

最近几年，拉比亚不仅修理汽车，还开始
举办专门针对女性的汽修培训课程，普及汽车
维修方面的基础知识。由于拉比亚的善良和
认真，许多女车主也愿意专门找她修车。她
说：“她们在我这里保养和维修车辆会感到更
放心。”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社会对女性观念的
变化，拉比亚感慨良多。她说：“今天的科威特
女性相比过去变得更勇敢。而且因为教育水平
提高和科学技术发展，她们在选择职业时变得
更大胆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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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白干”56天！
英国职场女性仍受差别对待
■ 新华社记者 杜鹃

英国工会联盟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
英国收入性别差距至今依然不小：与同一
岗位的男性相比，女员工平均每年收入少
15.4%，相当于有56天“白干”。

另一方面，英国议会下院妇女与平等
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议会的女性雇员
持续遭遇性骚扰、厌女症等不良行为。

同工不同酬犹重

英国最大工会组织“工会联盟”2月
下旬发布报告，显示职场同工不同酬问题
在英国依然严重，预估英国需要30多年
才能实现性别收入平等。

基于对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分析，
报告得出结论：由于男女收入不平等，就
各领域平均而言，相比男性，英国职场女
性一年有56天相当于“白干”。

在不同领域，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严重
程度不一。在金融和保险领域，男女收入
差距达到32.2%，这意味着，与男同事相
比，女员工实际一年有118天“无薪”；教
育领域差距为25.4%，女性“白干”93天；
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差距为18.3%，
女性“白干”67天。

报告说：“即便是在由女性员工占大
多数的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收入不平等
依然存在。”

工会联盟秘书长弗朗西丝·格雷迪在
一份声明中说，英国职场男女收入差距之
大“令人震惊”，“按照当前的改善速度，英
国需要30多年才能实现性别收入平等。
必须要求各家企业采取措施缩小男女收
入差距，如果不配合，雇主应该受到法律
制裁”。

政界受困“厌女症”

英国议会下院妇女与平等委员会本
月2日发布一份报告警告，如果议会上下
两院不加以重视，英国可能错失“整整一
代”女性议员。

根据报告，英国议会下院650名议员
中，女性占比仅为34%，少数族裔女性占
比仅为5.7%。报告说，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议会上下两院，依然存在针对女性的性
骚扰、死亡和强奸威胁等。

妇女与平等委员会主席卡罗琳·努克
斯说，政界决不能接受“厌女症”行为，“必
须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女性议员及女性候
选人权益。如果不那么做，整整一代女性
将会被阻挡在议会大门之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
联主席阿依努尔·买合赛提
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9届会议发言，介绍中国新
疆保障妇女权益情况。

阿依努尔·买合赛提表
示，新疆高度重视妇女权益
保障，依法保障妇女参与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
督权利；依法保障妇女生育
权利，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
中，各族群众是否采取避孕
措施、采取何种方式避孕，
均由个人自主自愿决定，政
府提供安全可靠的生殖健
康服务；切实保障妇女健康
权益，广泛实施妇女健康普
惠项目，不断加强健康服务，
妇女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依
法保障妇女受教育权利，女
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
提高；依法保障妇女平等就
业权利，制定实施有利于促
进妇女就业的政策措施，妇
女稳定就业能力日益增强。
妇女在新疆经济社会建设中

“撑起了半边天”。

（来源：新华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何蒙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新的人工流产护
理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以保护女性健康，
并帮助预防不安全流产。目前每年有2500
多万例不安全流产。

世卫组织性和生殖卫生与研究司代理司
长克雷格·里斯纳说：“能够获得安全流产服
务是卫生保健服务的一项关键内容。不安全
流产造成的死亡和伤害几乎都是可以预防
的。我们建议向所有女性提供所需的流产和
计划生育服务。”

新指南根据最新的科学证据，汇集了50
多项建议，内容涵盖临床实践、卫生服务以及
法律和政策干预措施，以支持提供高质量流
产护理服务。

新指南旨在改善以人为本高质量
服务

如果在孕期的适当时机并在掌握必要信
息或技能的人员协助下采用世卫组织推荐的
流产方法，流产是简单且极为安全的程序。

然而，不幸的是，大约只有一半流产是安
全流产，不安全流产每年造成约3.9万人死
亡，并导致无数妇女因并发症而住院。这些

死亡大多集中在低收入国家。在全球流产死
亡总数中，非洲占60%以上，亚洲占30%，并
集中在最脆弱人群。

新指南提出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初级保健
干预措施建议，可以提高流产护理质量。干预
措施包括：由广大卫生工作者分担任务；确保
人们能够获得流产药物，确保更多妇女可以获
得安全流产服务，并确保所有需要的人都能获
得准确的护理信息。

新指南还首次提出在适当情况下使用远程
医疗服务的建议。远程医疗有助于妇女在新冠
疫情大流行期间获得流产和计划生育服务。

消除不必要的政策障碍，促进获
得安全流产服务

除了临床和护理服务建议外，新指南

还建议消除无医学必要的对安全流产的
障碍，例如刑事定罪、强制等待、须经他人
（例如伴侣或家庭成员）或机构批准，以及
对孕期何时可以流产进行限制等。这些
障碍可能导致严重延误，使妇女和女童面
临不安全流产、污名化和并发症的较大风
险，并进一步影响其受教育机会和工作能
力。

虽然大多数国家允许在特定情况下
流产，但仍大约有 20 个国家没有为流产
提供法律依据。四分之三以上国家有法
律处罚流产规定，例如对人工流产者或协
助人工流产者判处长期徒刑或巨额罚款。

世卫组织预防不安全流产处处长贝
拉·加纳特拉博士说：“从医学角度，安全
流产至关重要。但这本身并不够。与其
他卫生服务一样，流产护理需要尊重女性

意愿和需要，确保她们得到体面对待，不
受歧视或非议。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寻求
或提供流产护理服务而受到虐待或伤害，
比如报警或遭监禁。”

有证据表明，限制提供流产服务并不
能减少流产数量。事实上，限制措施有可
能导致妇女和女童不安全流产。在流产
受限制最严重的国家，只有四分之一流产
是安全流产，而在流产广泛合法的国家，
安全流产比例接近九成。

加纳特拉博士指出：“已有明确证据
显示，为防止意外怀孕和不安全流产，需
要为女性提供全面的性教育、可靠的计划
生育信息和服务，以及获得高质量流产护
理的机会。”

在发布新指南后，世卫组织将支持有
关国家实施这些新指南，并加强与避孕、
计划生育和流产服务相关的国家政策和
规划，帮助这些国家为妇女和女童提供最
高标准的护理服务。

高质量的流产护理是高效的护理服
务，具有以下特点：

由掌握适当技能、资源和信息的卫生
工作者提供；安全可靠；所有需要的人均
可获得；具有及时性，并尊重妇女和女童
的需要和权利。

她世界世界

世卫组织发布新人工流产护理指南
每年有2500多万例不安全流产——

因人工流产死亡大多集中在低收入国家。在全球流产死亡总数
中，非洲占60%以上，亚洲占30%，并集中在最脆弱人群。

虽然大多数国家允许在特定情况下流产，但仍大约有20个国家
没有为流产提供法律依据。

人物榜物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