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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更需要尺度和温度
近日，海南三亚，一段吉阳区城管人员执法的监控视

频引发网友关注。画面显示，一个小男孩正趴在店铺门前
的桌子上写作业。这时，四五个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向他
走来，其中一人朝小男孩摆了摆手，示意他离开，并把桌子
折叠起来收到了路边的执法车辆上。

“创文巩卫”顾名思义是要创建文明社会，巩固
卫生环境。孩子在自家屋檐下写作业，执法人员却
因当地开展“创文巩卫”而强行收走桌子，其蛮横的
行为、僵化的执行方式显然与“创文巩卫”的初衷背
道而驰。只有执法讲尺度，与群众沟通有温度，才
能真正创建文明社会，为了创建文明社会而进行的
不文明执法只能给城市抹黑。

王恒 整理点评

“九点熔断机制”是减负的有益尝试
最近，江苏省常州市博爱小学发出通知，宣布本学期启

用作业“九点熔断机制”，即超过晚上9点无条件停止作业，
未完成的作业隔天也不用补做，旨在保障学生充足的睡眠。

“九点熔断机制”保障了孩子充足的睡眠，但也
给学校和家庭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合理规划孩
子作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双减”背景
下，这样的尝试值得肯定。但如何避免“九点熔断
机制”成为学生故意拖延、逃避作业的理由，“熔断”
是否能有更多弹性的考量，这需要家校育人的持续
探索和推进，真正让好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取消长跑不如减量训练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等多地发布消息，宣布取消今年体育中考的男生1000
米、女生800米跑项目。

降低体育锻炼要求，对体育中考内容进行调整，
是学生在“阳康”之后的必要之举，因担心运动过于
激烈对身体造成损伤，就取消体育中考长跑实无必
要。取消运动，不如减量训练，因为恢复体育锻炼需
要循序渐进，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开展训练，更有
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向保安致敬，为模特喝彩
近日，女子当保安16年曾是模特冠军引发网友热议。

已经58岁的邓小妹在湖南省长沙市一所小学当保安，16
年来她兢兢业业，对学生们非常关心爱护。下班后，她喜
欢组织一帮姐妹，一起跳舞、走T台，曾斩获20多个奖项。

在自己的岗位上她兢兢业业，在钟爱的T台上
她英姿飒爽，快乐从来无关年龄和职业，只会在热
爱和努力坚持中向阳生长。让平平淡淡的生活泛
出丰富多彩的涟漪，邓小妹用乐观和自信走出了最
美的人生姿态。

新闻 1°深深

“妈妈岗”助妇女实现更高质量灵活就业

“下腰瘫”孩子数量逐年上升，艺体培训暗藏健康风险

天天 点观观

处罚裁量基准明确，
让女性求职更有底气

广东中山举办“妈妈岗”专场招聘会反响热烈

□ 王恒

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的《北京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涉及妇女权益保障
法部分）》引发热议，其内容明确，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
中，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
女录（聘）用标准或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降低女职工
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行为，最高可处五万元罚款。

近年来，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因婚育等不可抗力因素遭受
就业歧视一直是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从未婚未育到已婚
未育再到已婚已育，不少用人单位总是对女性就业群体显得
格外“挑剔”，似乎无论女性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在求职
就业过程中总会被贴上“标签”，遇到各种“门槛”和限制。

此外，显性就业歧视尚可通过女性依法维权得到有效
遏制，但存在于职场、求职过程中的隐形歧视却令很多女性
无可奈何。当用人单位刻意规避歧视条款却人为提高用工
标准、设置职业障碍时，面对高企的维权成本，女性往往只
能吃“哑巴亏”。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为相关执法部门维护女性就业权
益增添了一把更为具体的标尺，也给用人单位划出了女性
求职聘用的“红线”。细化的措施和标准让执法更具针对
性，也让处罚方式更加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这不仅给女性
求职就业提供了更多底气，还让她们在遭受就业不公时有
了可依托的保障。

其实，对于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国家一直不遗余力。从
2019年2月，人社部、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就业性别歧视判
定标准，到今年1月1日实施的新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要防
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再到北京印发涉及妇女权益保障
法部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地方
部门的具体实践让我国女性就业的大环境正在不断改善。

最近一段时间，求职招工进入旺季，但应聘教师因身高
被拒、应聘行政岗位被要求单身等事件屡上热搜，这表明推
动女性平等就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次北京推行的涉及
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提高了识别就
业性别歧视的精准度，对其他地方推动探索建立就业性别
平等机制和方法起到了良好引导和示范作用。

□ 半月谈记者 梁建强 熊琦 熊翔鹤

当前，面向孩子的艺术、体育类培训正形
成热潮。舞蹈训练中，本是具有一定难度和
风险的下腰动作，被部分机构作为基础动作
进行训练，由此导致部分儿童受伤甚至瘫痪。

我国一所三级甲等医院“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的医学团队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舞蹈
下腰训练已经成为导致我国儿童脊髓损伤
的一大诱因。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
我国因下腰导致瘫痪的孩子超千人；近年
来，“下腰瘫”孩子数量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
势。

儿童脊髓损伤的第一大原因
2022年，武汉女孩茵茵在一次舞蹈训练

做下腰动作时，摔倒在地，脊髓受伤。尽管送
医及时，且医院全力救治，8岁的茵茵仍然不
得不开始戴着腰腹护具上学的生活。

10岁的武汉女孩清清，同样因在舞蹈训
练中做下腰动作受伤导致高位截瘫。受伤
后，清清大小便失禁，泌尿系统感染等各种并
发症不断，后来又发生小腿自发性骨折和严
重脊柱侧弯等问题。

清清和茵茵都曾经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郭晓东教授治疗过
的病人。郭晓东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下腰
瘫”的孩子会发生脊柱侧弯、严重骨质疏松、
反复泌尿系统感染、褥疮、心理障碍等各种并
发症，“都是灾难性的”。

有着类似遭遇的儿童还有不少。郭晓东
教授团队近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骨
骼发育尚不完全，部分儿童在舞蹈训练下腰

运动过程中，脊柱容易纵向牵拉损伤脊髓，造
成“急性过伸性脊髓损伤”。通过随访和打电
话等方式进行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我
国因下腰导致瘫痪的孩子超过1000人，舞蹈
下腰训练已成为导致我国儿童脊髓损伤的一
大诱因。

郭晓东表示，相关资料显示，1992年至
2002年，舞蹈下腰训练导致脊髓损伤患儿在
所有脊髓损伤患儿中仅占4.0%，2015年至
2019年已高达33.9%，在无骨折脱位型脊髓
损伤中占比为64.1%，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
趋势。

“造成儿童‘下腰瘫’的根本原因是不科
学、不规范的训练。”中国教育学会舞蹈委员
会常务理事邹琳玲认为，一些培训机构缺乏
相关资质，脱离教学规律，不按孩子心理、生
理发展规律培训，最终酿成悲剧。

多名舞蹈教育专业从业者介绍，在被业
内认为权威的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考级教材
中，少儿舞蹈考级的动作组合并没有下腰内
容，而目前少儿舞蹈培训机构的实际教学中，
广泛存在把下腰、劈叉、翻跟头作为基础动作
来训练的问题。

培训中受创伤可能性大增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艺术、体育类

校外培训机构专业化、科学化、标准化建设存
在不足。这些不足，给参与培训的孩子身体
健康埋下了隐患。

行业标准缺失、教学体系不规范。邹琳
玲等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艺术类培训大
多是为未来参加艺术专业升学考试的学生准
备的，缺乏针对普及型艺术培训设置的培训

标准体系。大量青少年在没有专业遴选的情
况下进行艺术培训，在培训中受到创伤的可
能性大增。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
认为，目前我国只有针对竞技体育的“运动员
技术等级标准”，面向广大青少年的体育教育
培训则缺乏清晰的行业标准。“有的机构宣称

‘教材体系源自美国’，有的标榜‘训练内容与
国际接轨’，有的教练员则是‘别人怎么教我
的，我就怎么教别人’。”

师资队伍身份混杂、良莠不齐。半月谈
记者发现，由于规范性文件未对非学科类培
训机构师资作出详细规定，当前培训机构兼
职教师较多，入行门槛较低，“无证上岗”现象
仍有发生。

“不少培训班的舞蹈教师是‘半路出家’，
有的甚至直接花钱买证。”北京舞蹈学院一位
舞蹈讲师表示，没有经过舞蹈专业系统训练，
这些老师很难形成专业的教学体系。青少年
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不当的训练方
式会给孩子的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部分培训机构资质欠缺、监管不足。武
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
秀丽认为，目前针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师
资认定、培训内容、教学效果等缺乏详细明
确的规范，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在仅取得营业
执照、未取得有关办学资质的情况下开展培
训。

王雪莉透露，通过对全国5000多家青
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构的调研发现，在民政
部门注册的有46%，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有
51%，3%左右属于体校等事业单位，不同的
机构属性，使得监管主体多元，治理方式和

边界不清晰。

构建“家校社”协同治理体系
一面是“井喷式”的市场需求，一面是规

范不足的行业现状。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整
治艺体类校外培训行业，关键要整合相关资
源，探索构建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的规范化
治理体系。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建议，尽
快制定出台区分不同类型的艺体类培训办学
规章；地方政府部门统筹协调教育、文旅体、
科技等各相关部门，调动行业组织等社会专
业力量，组建由省级行业协会、市级行业协
会、区级行业协会组成的专业化指导组织体
系，协同参与艺体类培训行业治理。

针对兼职教师居多，“无证上岗”时有发
生的现状，邹琳玲建议，制定师资准入标准和
入职提升培训制度，建设专业化师资队伍。

“可依托行业协会组织，制定不同类别艺体培
训师资的遴选标准，明确不同类别师资入职
考核办法，研制不同类别的教学基本规范或
课程标准，制定艺体类培训机构教师职前、职
中培训制度。”邹琳玲说。

“提升家长的安全意识，让家长们更多
了解艺体类大众培训和专业教育的差别，以
及不科学的培训容易带来的负面效果，同样
十分重要。”陶秀丽建议，一方面，可将艺体
类培训行业治理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
协助主管部门对缺乏资质的培训机构进行
执法治理；另一方面，可把艺体类培训的教
学标准、教学流程等知识，纳入家庭教育指
导内容，避免家长在孩子接受艺体类培训时
一味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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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
“妈妈岗”充分挖掘女性劳动力就业潜力，
帮助育儿女性增加收入，减轻家庭负担。
专家指出，“妈妈岗”灵活就业新模式，有效
实现妇女就业、企业用工、家庭照护的“三
赢”。

“妈妈岗”在不同领域受到了欢迎。这
从新年伊始中山市举办的多场“妈妈岗”专
场招聘会的反响可以看到。

2月8日，在火炬开发区的“妈妈岗”专
场招聘会现场，企业和求职者通过观看“妈
妈岗”的宣传视频了解“妈妈岗”就业新模
式的相关配套政策。中国人寿政保专员陈
燕华分享了自己通过“妈妈岗”实现再就
业，并依靠自身努力从保险专员成长为团
队主管的经历。陈燕华表示，作为一位二

孩妈妈，她能感受到女性在工作、
家庭、生活中的焦虑，也希望能有
更多的宝妈和她一样，通过“妈妈
岗”找到安全感十足的“妈妈港
湾”。

广东岭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石艳林作为企业代表上台表达了自
己对“妈妈岗”的看法。“我们企业作为受
众，从知道政策、了解政策到理解政策、响
应政策，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期间区妇联和
区人社分局做了大量工作，让我们清楚地
知道设立‘妈妈岗’，是能帮到企业、能让企
业或应聘者享受到政策红利的好政策！”据
石艳林介绍，2022年，该公司共招用“妈妈
岗”人员12人，其中有8人满足政策补贴
规定，公司获得万元政策补贴红利。此外，
公司还将这些补贴分发到各个“妈妈岗”，
并为全公司女职工发放年节礼品、组织团
体活动，这些都增进了团体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与客户、各
部门的对接沟通，争取在更多的适用岗位
设立‘妈妈岗’，解决宝妈们的就业需求，打
开互惠互利的新局面。”石艳林说。

招聘会当天参与招聘的企业涉及制造、
科技、公共服务、物业管理等多个行业，发布
的“妈妈岗”需求超200多个，包括文员、技
术员、销售顾问、客服、区域主管、检验员、茶
艺员、传菜员、家政服务员等不同岗位。火

炬开发区妇联主席胡珊珊表示：“这些岗位
的普遍特点，就是可以提供更人性化的上班
时间，这样就能更好地推动育儿妇女、因照
顾婴幼儿需要灵活上班和弹性工作的女性
就业。”火炬开发区中山港街道党工委委员
何志峰表示，今后，火炬开发区将积极发挥
经济发展主引擎优势，以“妈妈岗”工作为抓
手，在搭建创业就业平台、提升企业服务效
能、加强优秀典型宣传方面再发力，为妇女
创业就业营造良好环境，帮助更多妇女扎根
中山、实现价值。

据了解，继首场招聘会后，中山市各镇
街妇联也陆续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域范围内
宣传推广“妈妈岗”就业模式。2月8日至
9日，横栏镇妇联在2023年“春风暖民心
援企助就业”春风行动现场，设“妈妈岗”招
聘专区、“妈妈岗”咨询点，动员爱鑫家政等
8家“妈妈岗”企业参与招聘，提供“妈妈
岗”岗位30余个。南朗街道妇联、人社分
局于2月12日开展“妈妈岗”专场招聘会，
为宝妈们提供灵活就业岗位100余个，让
更多宝妈实现工作带娃两不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志文
□ 钟傅莲

新年伊始，2月8日，由广东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妇联、人社分局联合举办的“妈妈岗”专
场招聘会引发热烈反响和关注，来自火炬开发
区的20多家知名企业来到招聘会现场，为求职
者提供超200个“妈妈岗”灵活就业岗位。

这是中山市今年举办的首场“妈妈岗”专
场招聘会。当天，中山市十件民生实事内容
公布，“新增3000个‘妈妈岗’灵活就业岗位”
被纳入十件民生实事内容。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广东，“妈妈岗”这一
有效实现妇女就业、企业用工、家庭照护等方
面“多赢”的灵活就业创新模式，成为为用工
单位和有需求的妇女搭建双向选择的公益服
务通道，越来越被各方认可，积极助力社会经
济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灵活就业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实施灵活就业
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持保障计划。

近年来，广东省各级妇联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六稳”“六保”决策部署，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促进妇女就业创业。

2021年以来，一种让妈妈们能弹性安排工
作时间，实现工作、带娃两不误的新兴岗位“妈
妈岗”在中山越来越“火”。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1年5月，中山市妇联经
过深入走访调研，精准掌握企业所急、妇女所
需，确定以妇女灵活就业项目作为帮助妇女就
业发展、落实稳就业保民生部署、推动新生育政
策实施的切入点。在全国妇联和省妇联的指导
下，市妇联搭建了“妈妈岗”女性灵活就业公益
服务平台，精准开展创业就业、提素赋能活动，
探索新领域妇女创业就业项目，目前已帮助
1000多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灵活就业。

2022年7月，中山市政府印发《关于大
力推行“妈妈岗”就业新模式的若干措施》，从
就业扶持、税收减免、雇佣双方权益保护等
8个方面提出18项措施支持推广“妈妈岗”，
推动全市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发“妈妈岗”，
实行灵活工时制度或灵活报酬支付制度，让
更多育儿妇女或因照顾婴幼儿需要灵活上班
和弹性工作的女性实现就业，同时也满足了
企业用工需求。

一种“多赢”的女性
灵活就业新模式

“妈妈岗”专场招聘会反响热烈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为助力妇女更
好就业，中山市妇联用心用情、想方设
法为用工单位和有就业需求的妇女“牵
线搭桥”，引导妇女从“好就业”到“就好
业”。中山市妇联联手相关部门编印
《“妈妈岗”女性灵活就业法律合规指
引》，进一步规范、引导及帮助“妈妈岗”
推广落实，鼓励更多妇女愿意尝试“妈
妈岗”，引导更多用工单位设置“妈妈

岗”并注重落实妇女权益保护等问题。
中山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山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之年。为助力中山高质量发展，
中山各级妇联将结合工作实际，广泛走
访发动企业开发设置“妈妈岗”灵活就
业岗位，积极通过就业集市、摆摊设点
以及“妈妈岗”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微

信视频号、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向妇女群
众推荐灵活就业岗位，进一步畅通就业
供需渠道，助力妇女实现更高质量灵活
就业，实现新形势下“企业发展”和“妇
女就业”的双赢。中山市妇联表示，号
召更多的企业关心关爱女性员工的职
业发展和权益保护，不断改善女性员工
的职场环境，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平等、
和谐的社会氛围。

引导妇女从“好就业”到“就好业”

2022年7月，广东中山市政府印发《关于大力推行“妈妈岗”就业新模式的若干措施》，从就业
扶持、税收减免、雇佣双方权益保护等8个方面提出18项措施支持推广“妈妈岗”，推动全市各企
业、个体工商户开发“妈妈岗”，实行灵活工时制度或灵活报酬支付制度，让更多育儿妇女或因照顾
婴幼儿需要灵活上班和弹性工作的女性实现就业，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

求职者在心仪的企业摊位前排队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