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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扬子晚报》报道，江苏
淮安一名舞蹈老师王旭红刚发
现怀孕不久，就被辞退，而且辞
退的理由是为了孕期安全。王
旭红接受不了这样的“特殊关
照”，她决定借助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权益，同时呼吁相关部门
对该舞蹈培训机构的违规行径
展开彻查。

据王旭红介绍，她于 2024
年 12 月底发现怀孕。2025 年 1
月初，她将怀孕一事告知就职
的舞蹈培训机构负责人，并一
直工作至春节放假。但春节过
后，当她再到培训机构上班时，
负责人交给她的却是一份辞退
通知书。理由是“出于对员工
（王旭红）孕期的安全考虑，决
定辞退”，落款时间为 2025 年 1
月。随即她发现，该培训机构
已停止为她缴纳五险，上报到
系统的原因是“主动离职”而不
是“辞退”。

当一位职场女性满心欢喜
地迎接新生命时，却可能因企

业的“孕期安全”说辞被迫离开
岗位，甚至被篡改社保记录为

“主动离职”。企业如此做派，
不说当事人王旭红受不了，恐
怕大多数人都接受不了。

企业追求效率无可厚非，
但以“孕期安全”为理由解雇
孕期员工，显然不合适，背后
暴露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和
人文关怀的缺失。更值得警
惕的是，部分企业将法律对孕
期 女 性 的 特 殊 保 护 视 为“ 麻
烦”，甚至通过入职孕检等手
段变相歧视，保“饭碗”和保

“生娃”仿佛成了只能选其一
的选择题。

王旭红的抗争，不仅是为
个人权益，更是为千万职场女
性争取公平。孕育生命的光
荣，不应成为女性职场生涯的

“绊脚石”。只有当法律真正成
为利剑、企业重拾温度、社会传
递包容时，每一位“王旭红”才
能安心拥抱新生命，而非在维
权路上负重前行。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

特别是当今社会，女性在工作领域中承担着

越来越多的责任。

为切实保障广大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我

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

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十个国家之一。

然而，法律明文保护下的女职工权益，在

现实生活中仍可能受到侵犯。今年2月，淮

安舞蹈老师王旭红刚返回工作岗位就收到一

份冰冷的辞退通知：因孕期安全考虑，终止劳

动关系。此时距离她告知舞蹈培训机构负责

人自己怀孕一事仅过去一个月。无独有偶，

山东青岛的韩女士在私立幼儿园任教期间怀

孕，园方以“工作失误”为由单方面停缴社保

并解除合同……

我们亟须通过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来提

升广大女职工的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

营造全面维护女职工权益的良好氛围，共同

守护“她”的合法权益。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
利。为保护女职工的劳动权益，我国
劳动合同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
期、哺乳期这三个期间内，用人单位
不得以无过失性辞退或经济性裁员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女职工处于孕
期、产期、哺乳期的，其劳动合同应当
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法条链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
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
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
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
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
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劳动就业保护

生育保护

生育保险作为“五险”之一，完
全由用人单位支付，用人单位按照
国家规定须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
费，职工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
费和生育津贴两部分。生育医疗
费是用于保障女职工怀孕、分娩期
间以及职工实施节育手术时的基
本医疗需求。生育津贴是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对妇女因生育离开工
作岗位期间所给予的生活费用，是
由国家补贴给用人单位，用于发放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
法条链接：社会保险法第五十

三条 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
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
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五十四条 用人单位已经缴
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
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
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
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
用和生育津贴。

生育保险

针对女性怀孕、产假，部分用人
单位变相降薪、变相对女职工生育
进行限制等行为，妇女权益保障法
为妇女更好兼顾生育与事业提供了
支持，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在怀孕、生
育、哺乳期间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女
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用人单位可以
出于保护孕期女职工的目的，在与
女职工协商的前提下进行调岗，女
职工也可以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要
求用人单位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
动。但调岗需要在双方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进行，用人单位不能以此为
由要求“同工同酬”，由此变相降低
职工的薪资。

法条链接：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
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

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
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
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
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五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工资、予以辞
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第六条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
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医疗
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
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
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
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
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
时间。

不得因结婚、生育
降低女职工工资

产假工资是用人单位对符合生
育条件的女职工，视其正常出勤而
支付的劳动报酬。无论用人单位是
否为女职工缴纳了生育保险以及缴
费时间长短，符合生育条件的女职
工在生育期间均有权获得工资保
障，享受产假待遇。

法条链接：妇女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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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
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
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
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
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产假工资

结婚自由权、生育权是我国公
民的基本权利。在实际招聘中，部
分企业会考虑到员工生育对工作连
续性和生产力的影响，从而对招聘
条件进行一定限制。根据妇女权益
保障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招聘环
节，禁止对女性婚姻、生育进行限
制，不可以在招聘广告中设定婚育
条件。以限制员工未来婚育作为录
用条件，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禁止
就业歧视的有关规定，系对求职者
平等就业权的侵犯。

法条链接：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
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实施
下列行为：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

性优先；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
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
况；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
况作为录（聘）用条件；其他以性别
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
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
为。

就业促进法第二十七条第 2
款、第 3 款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
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
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
用 妇 女 或 提 高 对 妇 女 的 录 用 标
准。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
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
生育的内容。

为了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
护女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和健
康，推动计划生育，促进优生优育，国
家制定了女职工产假、哺乳假的规定，
保障了我国女性生育的基本待遇。根
据法律规定，任何用人单位的女职工
均享有产假。

其中，浙江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
产假；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
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
15天。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
的夫妻，在此基础上，女职工可再享受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
延长产假，即一孩再增加产假60天；
二孩、三孩再增加产假90天。职工怀
孕未满4个月终止妊娠的，享受产假
15天；怀孕满4个月未满7个月终止
妊娠的，享受产假42天；怀孕满7个月
终止妊娠的，享受产假98天。在此期
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法条链接：《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九条 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
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
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应当
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
安排 1 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
胞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天增加1
小时哺乳时间。

产假、哺乳假等
休息休假制度

女职工在月经期间，正常的生
理机能和机体活动能力出现变化，
身体防御能力暂时被破坏，生理波
动较大，作业能力下降，工作效率降
低。月经期间的女职工可以照常劳
动，但不能参加过重的体力劳动，不
能从事高处、低温、冷水等作业。对
于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
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
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
假。

法条链接：《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附录第二条 女职工在经期
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包括：冷水作
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
级、第四级冷水作业；低温作业分级
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
级低温作业；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
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
动强度的作业以及高处作业分级标
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高处作
业。

女职工经期的特殊保护
性骚扰是近年来全社会广泛

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遭遇职场
性骚扰要冷静，别害怕，要清楚地
表明自己的态度，敢于说“不”，坚
守底线。此外，应当积极寻找相关
证据，表明对方在自己不愿意的情
况下对自己实施了性骚扰。还可
以向妇联等维权机构寻求帮助；向
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实施者的责
任；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支付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

法条链接：民法典第一千零一
十条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
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
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

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
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
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
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
骚扰。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根据女
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
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
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
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
身心健康发展。

拒绝性骚扰

保障女性职工的身体健康是
用人单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不
仅体现了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关怀
和尊重，也是法律法规的明确规
定。为此，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我国
劳动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定期安排妇科疾病的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和治疗疾病，防止疾
病恶化，保障女性职工的身体健
康。

法条链接：《女职工保健工作规

定》第十三条 宣传更年期生理卫生
知识，使进入更年期的女职工得到
社会广泛的关怀。经县（区）以上
（含县、区）的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
诊断为更年期综合征者，经治疗效
果仍不显著，且不适应原工作的，应
暂时安排适宜的工作。进入更年期
的女职工应每1至2年进行一次妇
科疾病的查治。

第十四条 对女职工定期进行
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查治。

遭遇家庭暴力时，要及时向
亲友、所在单位、公安机关等部门
反映和寻求帮助，必要时可向人
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勇敢地
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法条链接：民法典第一千零四
十二条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
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 公安
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
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
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

情。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

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五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其他
组织，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
女提供救助。

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

法治时评

怀孕并非职场女性的
“绊脚石”

■王志顺

的权益她她
由 守护法法

定期进行妇科疾病检查 ■通讯员彭塬博、刘芳缘、秦琴

（部分内容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众号、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