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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上海奶爸有望迎来育儿
假？近日，上海市妇联表示，拟
向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交
提案，建议完善家庭政策、优化
生育环境，包括增设夫妻共用
育儿假，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
育儿假的三分之一。

该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关于“男性育儿假是否有必
要”的话题也一度登上微博热
搜。目前我国各地育儿假探索
情况如何？期待育儿假到来的
同时，奶爸们有何担忧？奶爸育
儿假如何避免成为“纸上福
利”？对此，记者进行相关采访。

探索：多地鼓励给奶爸育儿假

何谓育儿假？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
西霞告诉记者，育儿假是指在
母亲休完产假后或父亲休完陪
产假后，由父母两人共同享有
或其中一人享有的一段较长时
间的休假，用来照顾和抚育婴
幼儿。

如今，奶爸休育儿假并非
新鲜事。“平时工作忙，很少有
时间陪孩子，白天基本都是老
人在带孩子。休假期间，我和
爱人全天都陪着孩子。”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居民王兴凯介
绍，去年10月下旬，他和妻子
一起享受了育儿假。

这得益于2019年11月起
实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
权益保障条例》。条例鼓励用
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
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
各10天共同育儿假。

其实，早在2019年 5月，
国务院办公厅便印发了《关于
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地方政
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
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假。此
后，多地纷纷出台育儿假有关
政策。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有江苏、宁夏、重庆、福
建、广东、湖北、贵州、辽宁、上
海9个省市出台意见或条例，
表示将鼓励探索育儿假。其
中，江苏、宁夏、福建3个省份
对男性休育儿假时长提出具体
指导。

支持：育儿路上奶爸不能缺席

“太有必要了！”在看到微
博上关于“男性育儿假是否有
必要”的讨论话题后，北京市民
陈女士如是留言道。独自带娃
的经历让陈女士坚定了自己的
观点：育儿路上奶爸不能缺席。

“有时花费了1个多小时，
都不能哄宝宝入睡，尤其是在
宝宝四五个月大时。”陈女士告
诉记者，这让她一度对带宝宝
这件事情产生厌烦情绪，在意
识到这一点后，陈女士又感到
十分愧疚，认为自己不是一名
合格的母亲。类似情绪濒临崩
溃的时刻，让她觉得有爱人在
身边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对此，不少奶爸也举双手
赞成。陈女士的丈夫杨先生告
诉记者，参与冲奶粉、换尿布、
抱娃、哄睡、给娃洗澡等环节，
让他对宝妈的不易有了更深切
的体会，同时也让他更快地适应
了一名父亲的角色。尽管当地
尚未出台育儿假，但杨先生仍主

动向公司请了4个月的假回家
陪妻子带娃。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
事、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梁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认为，目前国内男主外、女主内
的现象仍然普遍,很多女性在
一边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教
育孩子。“男性通过育儿假更多
地参与到家庭、育儿事务中，能
更好地理解妻子，减少‘丧偶式
育儿’现象。”梁枫说。

“男性休育儿假将有利于
平衡工作生活。不仅仅只有男
性需要生活，女性同样需要生
活。类似政策的出台可以让男
性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和义
务，更好地促进男女双方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告诉
记者。

李西霞认为，现行产假制
度强调母亲在家庭中养育婴幼
儿的传统责任，客观上把家庭中
的不平等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
同时，生育休假和严苛的劳动禁
忌加重了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的
歧视和排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男女平等就业的实现。“因此
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男性在照
顾生育妻子和抚育婴幼儿方面
的家庭责任，并实现家庭角色的
性别平等。”李西霞说。

担忧：奶爸育儿假能否落地

期待的同时，也有不少人
担心奶爸育儿假是否只会成为

“纸上福利”？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性别与家
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告
诉记者，相关数据显示，和休陪

产假的情况类
似，国外休育儿
假的男性比例
也普遍较低。

记 者 采 访
发现，部分公司和个人表示不
知道育儿假。以江苏省为例，
当地某科技有限公司主管人力
资源的负责人坦言，目前还不
清楚这个规定，公司也没有员
工以育儿假的名义请假。

而据资料显示，江苏省是
最早推出男性育儿假的省份
之一。早在2018年 6月实施
的《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
例》就提出，在女方产假期间，
鼓励男方所在用人单位安排
男方享受不少于5天的共同育
儿假。

男性休育儿假为何“叫好不
叫座”？“我的工资收入很大一部
分来自年终奖，长时间的休假不
仅会影响当下家庭收入，未来几
年也将受到影响，而这部分收入
本可以用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
成长条件。”再有两周即将晋级
为奶爸的张子升告诉记者，即使
工作所在地出台了育儿假，他可
能也会选择不休。

马春华表示，对于不同职
业的男性，休育儿假带来的影
响不同。比如就职于高校、事
业单位的男性，休育儿假影响
相对较小，阻力也相对较小；但
如果从事金融、互联网等新兴
行业，男性休育儿假的影响和
阻力均相对较大。

另外，男性休育儿假情况
也和企业文化密切相关。“如果
企业文化开放友好，企业会鼓
励男性职工去承担家庭责任，
这样男性即使选择休育儿假，
对于其在企业中的晋升也不会

有太大影响。”马春华介绍。

建议：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如何避免育儿假成为“纸
上福利”？受访专家均表示假
期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往往牵
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政府在作
出决策前需要慎重考虑，制定
与之相衔接的配套政策。

以男性休育儿假期为例，
是否会出现用人单位指派其他
劳动者代替休假男性的岗位，
进而造成休假男性职场发展受
阻？是否会增加用人单位的加
班费支出？是否造成实际上的
对单身男性权益的损害？在梁
枫看来，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
作决策前慎重考虑。

梁枫认为，在出台男性育
儿假政策时，应出台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部门规章，明确用人
单位不得因男性休育儿假而对
劳动者采取调岗、降薪等损害
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此外，梁枫不赞成男性无薪
休育儿假，认为这将直接减少家
庭收入，可能会导致“被迫”休育
儿假的男性外出兼职贴补家用，
无法达到实施男性育儿假的初
衷，让政策难以落地。

梁枫建议，男性享受带薪
育儿假，劳动者休假期间的工
资承担主体应明确，相关部门
应适当补贴用人单位，可以考
虑动用男性缴纳社保中的生育
保险。

记者了解到，关于育儿假，
我国法律法规尚未作出规定，部
分地方出台的相关条例或意见
也多为鼓励、倡导。对此，赵忠
认为，目前可以在上海等经济发
达地区先行试点，待积累经验和
时机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

在李西霞看来，在我国目
前尚未建立新生儿母亲育儿假
的情形下，建立男性育儿假的
条件并不成熟，建议在我国先
行建立和完善新生儿父亲陪产
假制度，之后在条件成熟时再
建立父母育儿假制度。

“在竞争压力大、工作时间
长、外来人口多的北上广深等
城市，确有必要推广男性育儿
假。而在育儿环境相对宽松
的三四线城市，人员竞争压力
相对较小、工作时间相对较
短，加之新生儿的父母、长辈、
亲戚都在身边，基本能够帮助
女性完成育儿工作；三四线城
市的用人单位也难以负担男
性休育儿假的工资成本。”梁
枫分析说。

妈妈带娃负担大妈妈带娃负担大，，
奶爸何时能休育儿假奶爸何时能休育儿假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城
管部门持续发力，重点加
强对人流量较大的交通枢
纽、各大医院周边的餐饮
单位，商场超市特别是涉
及进口冷链食品的商超与
餐饮店、商住混用特别是
共用出入口的商务楼宇，
以及新营业、新复工“三类
场所”单位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检查力度，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

图为北京市朝阳区将
台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对辖
区内商户店铺进行防疫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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