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四 女职工生双胞胎少休半个月产假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钟女士 4 年前剖腹诞下了一对

双胞胎。当时，她所在的单位规定，生育非独生子女的产

妇休产假比生育独生子女的产妇少15天。

对此，她感到很困惑：同样一次性怀孕和生育，为什么生

双胞胎反而少休 15 天呢？此外，过去自己生下双胞胎以

后，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哺乳时间，并未因为多生一个婴

儿而增加哺乳时间。钟女士表示，过去对于这方面的规定

还不够人性化。比方说，自己是晚婚晚育，当时省里还没

有出台相关政策规定，但是看到我省酝酿出台的新规草案

里有“晚育的初产妇，增加产假30天”、“生育多胞胎的，每

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和“生育多胞胎的，每多

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一个小时的哺乳时间”等条款，钟

女士觉得政府切实考虑到了大龄产妇的健康保护，

十分人性化。

26 岁的小施是我省一家私营企业的员工，她曾因为公司老板强制其加夜

班而导致流产。

当时小施已经怀孕 3 个月，由于身体不适向公司老板请假。但是老板以

“应付检查”为由驳回其请假申请，并且连续五天强制其加晚班、做材料。繁重

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加班导致她最终流产。小施实在经受不起心理的打击和身

体上的痛苦，流产后再次向老板提出请假回家休息，结果刚到家休息不到一

天，公司就打电话催促其回去上班。小施因此而得了一场大病，回岗之后竟然

被告知公司已扣除了她当月的全勤奖和绩效工资。

小施感到万分愤怒，于是拿起电话拨打了市长热线，将自己的遭

遇反映给工作人员。但由于当时还未出台具体的女职工权益保护规

定，故而最终事情未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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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何亦邨 王慧 记者 祝亮） 目 前 ，我

省 正 在 酝 酿 制 定《安 徽 省 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特 别

规 定》，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今日起至 6 月 18

日，市场星报将协助省政府法制办，开设意见征集热

线 0551-62610788。

女职工劳动保护是针对女职工在“四期”（经期、孕

期、产期、哺乳期）的生理特点，在工作环境、任务分配

和工作时间等方面所进行的特殊保护。女性最大的

一个生理特点就是承载了人类再生产的使命，对女职

工的特殊保护正是源于生育这一特点及其带来的其

他生理特点。加强对女职工劳动过程中的特殊保护，

对于保护女职工及其下一代的健康、提高全民整体素

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除了关于流产假、产期哺乳期待遇、卫生费发

放等问题，只要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的话题，都

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551-62610788，说出您

的观点和建议，本报将进行整理汇总到省政 府 法

制 办 。

故事三 以往的痛让花甲老人对新规拍手称快

今年刚满 60 岁的花甲老人劳女士上世纪 80 年代在

某公职机关工作，提起过去的痛，历历在目。

当时，劳女士生完孩子、休完产假之后回单位上班。

由于住所离工作单位较远，她每天起早贪黑上班工作。劳

女士正处于哺乳期内，下班之后还要骑自行车经过很长一

段路回家给孩子哺乳，一来一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有几次

上班稍晚一点，就被扣了钱。

“在那个年代，10元钱非常值钱。我平时工作从不懈

怠，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却由于这样的原因被扣了

10 元钱，心里觉得很不服气。当时单位内部缺乏针对女

职工劳动保护的监管机构，很多规定也缺少人文关怀。”

在得知我省正酝酿出台针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之后，劳女士拍手称赞：“这真是太好了！”劳女士希望政

府在女职工权益保护方面，尤其是在新规定执行力度上多

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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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后（详见6
月15日，本报04版《女职工每个月“那几天”可休病假》），在女职工中引
起强烈共鸣和反响。究竟女职工们的劳动权益能否受到保护？她们都会
遭遇哪些职场中的辛酸？昨日，星报记者随机采访了不同年龄段、不同
工作岗位的多名女职工，倾听了她们的职场故事……

何亦邨 王慧 记者 祝亮

立法专家：
女职工“四期”保护在中小企业难以落实

据省总工会、省政府法制办的相关人士表示，当前我省

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复杂多变，职工队伍内部结构、思想观

念、就业方式、利益诉求不断出现了新变化。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

成，使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

市场的形成，使劳动关系市场化、契约化，这些变化对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提出了新挑战。

当前，在一些企业劳动用工制度不规范，侵害女

职工劳动权益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女职工“四期”保护

在中小企业难以落实；侵害女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和经

济权益问题较为严重，加班加点现象突出；企业生育

保险参保率低；部分女职工因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形

成一定的心理障碍。

“由于原《实施办法》制定时间久远，其适用范

围、保护标准、生育待遇、禁忌劳动范围的相关内

容已不能满足解决目前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用的

发挥。所以，我省迫切需要制定一

部新规来加以完善。”

如何更好地保护女职工权益，亲们有啥好建议？
星报协助省政府法制办征求意见，热线：0551-62610788

故事一 公司不让请假导致女员工流产

小李今年33岁，现为小学教师，育有一个一岁半的女

儿。由于小李独自一人跨市在合肥打拼，父母都不在身

边，丈夫也在外地工作，一家人聚少离多，加上自己平时忙

于上课，而且在回家之后还要带孩子，生活过得十分辛苦。

小李告诉记者，她们学校的领导每天早上在校门口

“掐表考勤”，迟到者会被扣除所有奖金和绩效工资，还会

在学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对此，小李表示，这固然是出

于学校评先评优和提高升学率的考虑，自己可以理解，但

对于她这样的状况，学校并未给出人性化的解决方案，反

而多次对她施加压力。

“我多次向校领导反映了我生活上的问题，现在孩子

还小，经常生病，也曾询问过扣钱的事。但是校领导没有

给出具体答复。”严重的心理压力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导致

小李工作还不到一年就患上了抑郁症。

故事二 女教师因考勤问题患上抑郁症

故事五 商场女职工遭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合同
合肥市某商场女职工小金前年怀

孕。在怀孕之后，商场领导主动让其回

家休息。产假刚过，小金便回到商场上

班，万万没想到，领导告诉她，商场已单

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小金合同期未

满，她所休的产假也在规定时间范围内，

并未逾期。此番竟遭商场辞退，小金一

怒之下将商场告上法庭，事后虽然获赔，

但是已经不能在原商场继续工作了，小

金还要继续面临找工作的压力。

“过去大部分女职工遇到这方面的

事情，都是自己想办法争取权益，工作单

位不会主动去过问。现在省里要是能出

台这些政策和规定，对于女职工权益是

很好的保障。”

女员工的辛酸事，说起来好多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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