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生育友好”还有哪些瓶颈？
市人大代表建议：协同更多部门共同分担家庭与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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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众筹

女性就业环境与生育成本，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构
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还有哪些难处？经历孕哺期后，
女性回归职场，遇到哪些瓶颈？今年上海两会上，市人大代
表提出诸多建议。

复兴岛，黄浦江上唯一的封闭

式内陆岛，也是杨浦滨江“百年工

业”的起锚之地。在上海城市总体

规划中，复兴岛被作为战略性留白

地，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发。市人

大代表邹泳实地调研后发现，因为

整体规划未定，岛内居民的居住和

生活条件长期无法得到改善，特别

是老年居民面临卫生环境滞后、就

医条件较差等问题。今年两会期

间，她提交了一份建议，呼吁从完善

公共设施入手，改善岛内居民的生

活条件，同时进一步加大零星旧里

改造力度，给居民一份时间表、一颗

定心丸。

“复兴岛上的老旧厂房已基本

停用，目前岛上仅有500余户居民，

因为住宅建成年份久远且性质较为

复杂，缺乏统一改造更新，居民的居

住和生活条件长期无法得到改善。”

邹泳表示，以共青路357弄为例，目

前该弄内居民总户数181户，弄内

住宅自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逐

步建成，是单位分房、售后公房等的

混合小区，住户以60岁以上老年人

为主。

“主要是三方面的问题比较集

中，诉求比较强烈。一是居住条件

恶劣，卫生条件滞后、缺乏基本卫生

设施，常年使用马桶，给居民特别是

老年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困

扰；二是因缺乏统一改建，岛内住宅

未铺设煤气管道，目前居民普遍使

用罐装液化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三是岛内尚未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群众对于基本医疗保障问题需

求迫切。”

“有一位老爷爷见到我，第一句

话就是‘今天是来解决我们的马桶

问题吗’，可见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

是很苦恼的。”邹泳在建议中提出，

在复兴岛开发规划确定前，从实效

出发改善现阶段复兴岛居民生活条

件。“如果目前对岛内住宅进行统一

改造更新有困难，可以从完善公共

卫生设施着手，优化分布点，配备自

动清洗设施。对于液化气罐的使

用，建议燃气公司对居民进行一年

一次的入户安全检查，并在每次配

送过程中做好安检，查找居民用户

端的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同时，

应该尽快在岛内设置社区卫生医疗

服务点，覆盖岛上居民、工作人员的

基础医疗需求。”

去年年底，定海街道回复邹泳

代表，民生问题有了新进展。“街道

做了很多工作，去年11月统计了岛

上居民的用气情况，下一步会有‘瓶

改管’改造，就可以通天然气管道

了。此外，还会在共青路130号划

拨300平方米，拟建社区卫生医疗

服务点，有望在今年建成。但关于

马桶的问题，目前受到空间、资金等

各方面的限制，还难以解决。”

因此，邹泳在建议中也希望不

仅“治标”还要“治本”，进一步加大

零星旧里改造力度。按照《上海市

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期

内要力争提前全面完成中心城区

零星二级旧里以下的房屋改造，

对于类似复兴岛地区这样房屋质

量差，没有卫生设施，仍然使用马

桶的旧里，应该按照“一里一策”制

定具体的改造推进时间表，加大政

府财政资金投入保障，加速推进改

造工作。

无独有偶，杨浦区的“全团建

议”《关于升级提速杨浦滨江开发

建设的建议》中，也提到了复兴岛

的规划建设问题，面对一些实际困

难，恳请市级层面牵头推进。建议

表示，杨浦滨江中北段控详规划尚

在编制，土地收储和公共空间贯通

延伸涉及央企、市属国企、铁路等

各类主体，土地权属复杂、协调难

度大，且复兴岛部分用地属于特殊

用地，区级层面难以协调推进，恳

请市发改委统筹协调市级规划、

国资等部门牵头推进。同时，建

议用好复兴岛战略性留白的“空

窗期”，支持复兴岛一边收储、一

边保护性开发利用，适应性临时

性导入一些新型研发机构、轻型制

造企业、轻资产企业，推动土地利用

效益最大化。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复兴岛居民期待告别“拎马桶”
人大代表呼吁完善公共设施改善居住条件

市人大代表洪程栋>>>

生育保障机制需调动相
关单位积极性

“完善生育友好型就业环境建

设，关键是要调动相关企事业单位

积极性。”在市人大代表、市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委员洪程栋看来，近

年来有关部门推出了“完善生育休

假和待遇保障机制”“育儿假”等举

措，但部分企业缺乏主动性，相关政

策难以有效执行。

“女性职场歧视，本就来源于企

业发展效益与女性生育成本之间的

矛盾。”洪程栋指出，“部分企业无法

承担或不愿承担与日俱增的女性生

育成本，导致在招聘过程中对女性

婚育情况有一定筛选，女性就业的

弱势地位进一步显现。”

洪程栋认为，要构建生育友好

的就业环境，并非一味强调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而是应该由政府主导、

协同更多相关方，共同分担家庭与

企业的负担。“对于企业的损失，有

关部门应有实质性的补偿方案，这

样才能构建出理想的‘生育友好’的

就业与社会环境。”

今年上海两会，洪程栋递交了

一份建议。首先，政府作为人口宏

观调控主体，需要持续完善法律和

政策制度体系，保护育龄妇女的合

法权益，为落实相关“生育友好”政

策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补贴、

荣誉表彰、政府合作倾斜等待遇。

此外，要更好发挥家庭、社区、

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等对于生育友

好型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进一步

切实减轻职工的育儿负担，保障工

作高效投入与优质产出，为企业降

低人力成本的损失。“如此，企业才

有更多能力和积极性为育龄女职

工创造友好的工作环境。”

市人大代表朱美萍>>>

建议设立“女性回归科
研基金”

市人大代表朱美萍，是中国科

学院上海光机所的一名首席科学

家。作为科技工作者，她看到了女

性科技人才面对的窘境。

“科技领域存在性别差异。女

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并没有

相应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

例。”朱美萍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2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

占比50.0%、女研究生占比51.2%；

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8至2022年间，杰出

青年基金的女性负责人占比仅为

12.55%。

朱美萍调研发现，上海在支持

女性科技人才方面已推出不少政

策，例如涵盖女大学生的职业飞翔

“海鸥计划”、面向优秀中青年科技

人才的巾帼创新奖与新秀奖等，也

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尚且缺乏对

刚经历孕哺期女性的支持政策。

“而经历孕哺期的两三年，对科研

项目而言极为重要，往往是女性科

研人才是否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

分水岭。”

朱美萍坦言，女性在孕哺期往

往暂缓甚至暂停科研工作。“此时，

一些评审专家就会有想法：为什么

这几年科研成果中断了？这会对女

性申请基金等项目支持，带来负面

影响。”

为此，她建议设立“女性科研回

归基金”，鼓励刚经历哺乳期的女性

科技人才尽快回归科技工作，支持

女性科技工作者为国际科创中心建

设发挥更大作用。“当女性科技人才

在犹豫是以家庭为主，还是继续在

科研项目上‘拼一拼’的时候，就需

要我们‘推一把’，更好激活她们的

内驱力。” 本报记者 杨洁

（上接第1版）全体市人大代表要
向所在单位和社区群众宣传好

大会精神，当好桥梁和纽带，把

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完成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充分展现人大代表的新作为新

气象新风采。

黄莉新最后说，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殷殷嘱托，

勇于担当作为，奋力开拓进取，为

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加快建成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而团结奋斗。

出席大会的还有：龚正、胡文

容，李仰哲、赵嘉鸣、陈通、朱芝

松、张为、陈金山、李政、胡世军，

张小宏、刘多、华源、解冬、张亚

宏、陈杰、陈宇剑、舒庆、彭沉雷，

肖贵玉、陈群、金兴明、黄震、虞

丽娟、吴信宝、寿子琪、钱锋、邵

志清。

蒋卓庆，贾宇、陈勇，包道华、

汪昱、王卓平、王鹏、刘军、焦占

锋、马国栋、王喜武、王汉波，老同

志陈铁迪、龚学平、殷一璀等也在

主席台就座。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