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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观察观察

■ 李美慧 于玘珺

在过去一年中，职场人工作情况如何，有
哪些难忘的经历？未来的愿望清单有哪些新
期待？春节前夕，笔者在上海街头找到了十
余位职场女性，听她们讲讲自己的职场经历
和感受。

印象最深的是经历“变动”

升职、工作调动、跳槽、涨薪降薪……去
年，许多职场人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都有
关“变化”。职场变动，有喜有忧。

许多在行业内坚守的职场人，沉淀之后迎
来收获。从事教育行业3年的蔡女士提升职
级、顺利涨薪；茶饮店经营者于女士，不仅两年
间店铺营业额增长了30%，还开出了几家新
店，如今她正在考察上海市场。

已经从事服装批发行业几十年的徐女士，
如今赶上了线上转型，她拥有的两个门面除了
老客户外，新客源难以开拓，还面临同电商抢
占市场的难题，但老顾客稳定的订单给了她继
续深耕的勇气，海外贸易融冰也让她打开了一
部分销路。今年她明显感受到了服装业消费

人气的回暖。
从旅游行业转到科技行业的杜女士，也幸

运地涨薪50%。职场人们带来了许多好消
息，但也有人正在经历低谷。传媒行业的江女
士去年遭遇了裁员，新工作的薪资比以前少了
近一半。她希望新的一年，能拥抱一份更好的

“变化”。

工作中的“真情”抚慰人心

除了事业上的“成败”，工作中遇到的人同
样让人难忘。

去年7月刚刚毕业的陆小姐告诉笔者，她
的部门只有三个人，除她和主任以外，还有另
一位同事刘小姐。陆小姐“阳”了之后，担心手
头工作停摆，刚刚“阳康”的刘小姐为了让她安
心养病，主动放弃了自己剩余的假期，代她去
单位工作。

郑女士去年则刚刚经历了人事调动，在一
个新的工作环境中认识了许多新同事——那
是一个非常温暖、会互相帮助的团队。虽然新
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认识这些新
朋友，给了郑女士很多力量。

担任幼师的蔡女士平日则是与一群小朋

友交换真心。“今年是我教他们的第三年，孩子
们马上要毕业了，有点激动，又很不舍。”蔡女
士讲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我从他们小班看
到大班，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忘。”

探索调节身心的办法

工作之余，职工们的休息时间都在做什
么？

有人业余时间喜欢旅游，有人喜欢摄影。
但碍于种种现实因素，也有许多人去年没有条
件出游。足不跨城的职场人，探索出许多调节
身心的办法。

在医药卫生行业工作的张女士、茅女士，
业余时间几乎都专注在健身上，会到健身房去
做运动。

平日工作不必打卡、一直居家办公的杜女
士则喜欢在家做瑜伽和冥想调节心情：冥想时
放一首平静的音乐，会让一整天在家比较难受
的心情得到放松。

居家时间变多，也让郑女士有了更多阅读
和陪伴孩子的时间。最爱的《红楼梦》，郑女士
已经看到了第三遍；带娃时，她也常常和女儿
一起看书、看绘本，刚刚三岁的孩子如今已经

认识100多个汉字了。如今疫情放开，郑女士
希望春暖花开时，能在业余时间带孩子多看看
世界，让书本中看到的东西“变”为现实，再带
孩子学习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新年愿望：稳中求进，不让机会走失

节后归来，职场人纷纷踏上新的征程，大
家又有什么计划和愿望？

“希望自己和去年一样，没什么变化。”茅女
士说道，“不管是工作还是身材，稳定是最好的。”

对江女士来说，稳定同样重要，不过她心
中的稳定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找到一份职场环
境更好、收入更高，能让自己安定下来的工作。

在稳定的基础上，加薪是大多数受访者的
愿望。“希望疫情好起来，能多挣点钱。”有人讲
出职场人的心声，涨薪30%、换一份收入更高
的工作、多开几家新店·····

大家的愿望概括成一个词就是“钱”“兔”
光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蔡女士给出答案：去考取更多与幼师工作
相关的证书，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她也
建议职场人要保持学习的习惯，“不要让机会
走失”。

春运一线：“00后”的青春“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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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放女职工产假期间工资

职业女性 发展周刊

K公司产假工资案：

基本案情

陈某（女）于2017年3月15日入职网络科
技K公司，担任设计师职务，双方签订了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 13000 元/
月，每月 5 日发放上个自然月工资。陈某于
2020年10月1日开始休产假，但直至其休完产
假返回工作岗位，K公司一直未发放其产假期
间的工资。故陈某于2021年5月14日申请劳
动仲裁，要求K公司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

案件办理过程及结果

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申请后，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指派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调解员开展调解。调解员在确认
双方均有调解意愿后，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与双方沟通，并组织现场调解。

调解中，调解员向双方释明生育津贴即女
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分两种情况支付：一种
是对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但

如果生育津贴低于职工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
由企业补足；另一种是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
付。本案中，鉴于K公司已为陈某缴纳生育保
险，陈某的生育津贴按照K公司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于生
育津贴低于陈某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K公
司补足。

经协商，双方就工资数额达成一致。同
时，考虑到生育津贴的报销流程和K公司经营
中出现的困境，在调解员耐心沟通下，双方最
终确定了分期支付的具体方案。2021年5月
31日，陈某与K公司签订《调解协议书》，并置
换《仲裁调解书》，K公司同意分期支付陈某产
假期间的工资89183.58元。其中，通过生育
保险报销的部分，到账后一次性向陈某支付；
生育津贴与陈某实际工资标准差额部分，K公
司分四次结清。

典型意义

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不仅仅是女职工的

个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问题。国家出台一
系列法律法规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保障女职
工合法权益，是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
需要，对保障女职工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误以为给女职工上
了生育保险，其产假期间的工资就全部由生育
保险承担，甚至一些女职工也有类似误解。特
别是，随着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女性能够在职场中发挥自身能力，获得高于用
人单位平均工资的收入。此时，实际工资与生
育津贴的差额部分，就日益成为女职工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的风险点。

本案对女职工和用人单位都具有重要的
普法意义。用人单位应自觉提升劳动法律意
识，依法制定规章制度，采取切实举措，保障女
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待遇，建立良好
的工作环境。女职工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
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举报、仲裁或诉讼
等渠道，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第四十二条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应当
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
调解书。

2.《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八条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

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
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
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3.《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第十五条 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

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
计算。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
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
企业补足。

（选自“2022年北京市依法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钟雨欣

近日，APEC女性领
导力论坛联合京东消费及
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可
持续的消费与生产女性价
值洞察》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针对女性作为
“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两
个维度，报告对女性在可
持续消费与生产中的价值
进行了挖掘和梳理。

报告指出，女性因其
性别特点，对生态环境质
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在推
动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的
消费与生活方式的进程中
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一
方面，越来越多企业建立
了可持续发展体系，主要
管理者更多由女性担任，
这为女性在拥有更高的商
业与社会决策力方面提供
了新的方向。另一方面，
女性消费群体是消费市场
的主力，同时也往往是家
庭型消费的主要管理者，
女性的绿色消费意愿直接
影响着社会的消费与生产
结构。

作为生产者：企
业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多为女性，领导优势
明显

针对女性作为“生产
者”角色，调研方面向中国
女性企业领导者做了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女性领
导者在企业发展可持续性
方面认知觉醒较早，30%
的受调研对象表明，在过
去的6至10年间，已经开
始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相
关思考，占比最多。27%
的受访对象在最近1至2
年产生相关意识。

对于考虑可持续发展
的因素，76%的受访女性
选择了“企业自身发展”。

“受到国际趋势的启发”和
“国内政策的引导”两个因
素 分 别 有 73% 的 人 选
择。报告认为，这说明女
性领导者对超越于财务回
报之外的积极变革有更长
远的思考，也在不断推进
自身在可持续领域的学习
与实践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
发现，24%的企业在管理
架构中设置了“可持续发
展/SDG/社会责任”专门
部门，其中，由女性作为该
部门负责人的超过六成。
同时，33%的企业虽然尚
未明确设置，但有其他部
门牵头执行相关工作，且
其中超过八成的牵头部门
负责人为女性。

“女性是促进可持续
性进步的引领者和主导
者。”APEC中国工商理事

会政策顾问、APEC女性领导力论坛总协调人
沈茵茵表示，无论是通过创业还是就业，越来越
多的女性正在生产者角色上发挥领导作用，推
动消费行业的创新发展。

作为消费者：女性直接影响和推动
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出，基于女性消费者细腻、主动的心
理特征，以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多重
角色，女性对可持续发展有着更高的关注度，并
将其映射到消费决策的过程中。通过作为“消
费者”的角色，以及对可持续领域的认知，直接
影响和推动着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可持续发展。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晖介
绍，调查发现，在25岁以前，男性和女性的消费
以悦己为主，占整体消费的70%左右。但在25
岁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男性的悦己消费
保持在整体消费的55%及以上，而女性超过一
半的消费都是家庭消费。

从调研数据分析，当前中国女性消费者对
可持续消费的系统化完整认知尚存在较大提升
空间，只有接近一半的女性消费者（49.75%）认
为自己对可持续消费“非常了解”和“比较了
解”。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国内尚没有形
成关于“可持续消费”的系统阐述，同时也说明，
中国在可持续消费领域大有可为。

值得关注的是，问卷显示，女性用户虽然认
为自身对可持续消费的了解程度低于同时参加
调研的男性，但在后续的问卷中，支持可持续消
费的行为倾向，都明显高于男性。

在考虑选择商品和商家时，女性消费者选
择在品牌、人文、价格等方面的比重都低于男
性，唯独“环保”一项的比重明显高于男性。报
告认为，这说明女性对可持续消费的支持更多
的出于“自觉”而非“系统理解”，而随着可持续
消费理念的加速渗透，仍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谁在可持续消费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的问题下，44%的女性选择“消费者”，30%
选择“生产商”，27%的选择“流通端”。即更多
参加调研的女性认为，消费者应该在可持续消
费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高于生产商和
流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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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 姜靓

1月19日凌晨5时，沪昆铁
路横峰至坑口区间一辆橙黄色
作业车的轰鸣声打破了黎明前
的宁静。这是中国铁路南昌局
集团公司鹰潭供电段横峰综合
工区的职工们进行高空作业，
其中，一个扎着低马尾的娇小
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她叫陈子玥，2021年大学
毕业后，成为该段首批女网工
之一。

今年是陈子玥参加的首个
春运。沪昆铁路是我国铁路重
要的繁忙干线之一，日均开行客
货列车流量巨大。为确保春运
期间列车供电安全，陈子玥开始
了“白+黑”的春运生活。“每天凌
晨5点到7点、中午11点到13
点两个‘天窗’，我和同事们负责
管辖范围内218.463条公里的
接触网设备检修调试工作。”

凌晨 5点，作业车上陈子
玥熟练地给长达1米的绝缘子
喷上清洗剂，再拿起湿布细细
擦拭起来。“我们作业时临线有
车，不能用绝缘子清洗机，只能
人工擦洗。”寒风中，冻得通红
的小手和渐渐变得莹白的绝缘
子形成了鲜明对比。给绝缘子

搓澡，看似简单，却很考验耐
心，尤其是狭小的中间槽，如果
没擦拭干净很可能会发生闪络
导致接触网跳闸，每次陈子玥
都要踮起脚尖，仔细用湿布擦
个两遍，再用干布将绝缘子打
磨光亮才算完工。

对陈子玥来说，擦拭绝缘
子相对简单，最大的困难是克
服登高爬杆的恐惧。

接触网工是典型的“高空、
高压、高危”三高工种，作业时
需要背上5公斤重的工具挎包，
爬到距离地面几米甚至几十米
的高空去接地线、拧螺丝、调参
数等，对身高仅1、52米、体重
86斤的陈子玥来说确实存在难
度和挑战。

为了过这个坎儿，陈子玥
只要有空，就泡在练兵场，一遍
遍练习攀爬，她的身上总会留
下几处或大或小的“军功章”，
休假回家时，她都不敢撩袖子、
裤脚，生怕因身上的淤青让父
母担心。

现在的她，已经掌握了各
项作业内容，熟练程度不输男
同事，“都说接触网工是铁路

‘蜘蛛侠’，我就是‘女蜘蛛
侠’！”陈子玥对工作充满了热
情。

过去一年的事业成败、工作中让人难忘的人和事、新年新期
许……街头随访职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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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诗

西成高铁是我国第一条穿越秦
岭的高铁线路，连绵起伏的山脉中，
桥连隧，隧连桥。为了保障通信线
路的正常运行，铁路通信工要在每
天零点到5点的停运“空窗期”，对
115公里的线路进行巡检。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鄠邑
通信工区有23名通信工，其中只有
一名“00后”女生，摸黑工作的通信
巡检员于静逸，被同事们称为“星光
女孩”。春运期间，西成高铁每天最
高峰开行118趟列车。为了做好通
信保障工作，通信工每天的巡检任
务表都排得满满的。

22岁的于静逸是西安通信段鄠
邑通信工区为数不多的女通信工，大
学毕业后就来到了这里，为了能提高
自己的专业技能，她放弃了办公室的
内勤工作，主动请缨到一线。

据西安通信段鄠邑通信工区工
长徐雷介绍，通信工工种女生相对
来说比较少，因为身处秦岭山脉，经
常要去山里、隧道里作业，女生不是
很方便。

晚上10点半，他们带好工具，
准备出发。“我们今天要去隧道里的
直放站，完成100多项的一个通信
设备的检修项目，主要就是测量一
些设备的数据，维护整条西成客专

通信线路的畅通。一开始，尤其到
12点左右就挺困的，就感觉想睡
觉。到一两点的时候，越干越兴
奋。”于静逸说。

车辆在盘山路上行驶了1个多
小时，终于到了要巡检的隧道口附
近。车开不上去，他们需要换自行
车，骑行进入。

今晚有负责铁路检修工作的轨
道车通过，于静逸他们需要赶在凌
晨四点二十分之前完成所有巡检工
作，巡检时间一下子被压缩了四十
分钟。

通信巡检是个体力活，工人们
要背着工具沿着铁道线骑行。每趟
下来少则五六公里，多则十几公里。

到达作业点后，大家迅速开始
工作。很快，于静逸就发现隧道里
的应急电话失灵了，这部电话是紧
急情况下隧道里向外界求助的唯一
通信工具，必须时刻保持畅通。

奔跑在隧道和通信机房之间，于
静逸锁定了故障原因，熟练更换完零
件，不到10分钟，问题解决了。

凌晨两点，完成了这个作业点的
巡检后，巡检员们顾不上歇口气，继
续赶往2公里外的另一个点位。

自行车让作业效率大大提高，但
两条铁道线间只有一条40多厘米宽
的盖板路，又窄又颠，凌晨的隧道很
多地方灯光黑暗，只能靠头灯照明。

于静逸所在工区负责的西成高
铁秦岭段线路有115公里长，共有
70个点位的巡检工作，应急通信、
信号传输、调度通信等系统都在他
们的工作范围内。

凌晨四点二十分，当天的巡检
工作终于抢在了轨道车抵达隧道前
顺利结束。

“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坐我
维护的这条西成客专回汉中，每次
进洞的时候手机信号也都挺好，那
一刻我感觉自己的一些辛苦都是很
值得的，充满骄傲感和自豪感。”于
静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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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图 ：陈 子
玥在凌晨对接触
网吊弦进行精检
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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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拥抱一份更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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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于静逸
在隧道里检修应
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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