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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後浪勇擔當 議政展新風

按慣例，每年兩會期間，「三八」國際婦女節這一天都會給女代表委

員「放假」。雖有半天假期，但8日與會女代表委員卻並沒閒着，仍在為

優化生育政策、保障女性就業、維護女性權益建言獻策。面試時被問短

期內的婚育計劃，讓職場女性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左右為難，全職媽媽回

歸職場四處碰壁……長期以來，女性扮演的生育養育社會角色，逐漸成

為她們就業晉升的一道道「隱形門檻」。如何打破女性就業「隱形門

檻」，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就此建言謀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任芳頡兩會報道

越來越多的「90後」登上中國最高議事殿堂參政議政，
是全國兩會一道跳動、鮮亮的風景線。作為「平視世界的
一代」，來自各行各業的這些青年人大代表們，具有敏銳
的觸覺、開闊的眼界以及時代賦予的從容和自信。他們為
同齡人發聲，傳遞着年輕一代的訴求，視野拓展到更廣闊
的空間，為國計民生提出真知灼見。

手機直播履職 社交媒體察民意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本屆全國人大代表中

「90後」代表數十名，其中「95後」至少有11位。青年
代表們職業多元，有的是在世界競技賽場上光芒萬丈的體
育明星，有的是屢破全球技能大賽紀錄的大國工匠，有的
是活躍在田間地頭的鄉村振興領路人，有的是勇挑科技創
新大樑的海歸教授……他們從各自崗位中脫穎而出，具有
廣泛的代表性。

這些年輕的民意代表們普遍具備良好的互聯網素養，展
現了數字時代的議政新風。在隨團北上的高鐵列車上，兩
位來自江蘇的「90後」代表——居委會主任李肖娜和村支
部書記徐瑤用手機直播赴京履職進程；本屆最年輕的全國
人大代表之一、出生於1998年的奧運游泳冠軍張雨霏擁
有眾多體育粉絲，她喜歡在社交媒體上與人互動，藉此獲
得信息，了解社會熱點和大眾訴求。

回應青年期待 向世界展現自信
來自青年，為青年代言。
出生於1991年的中國礦業大學化學系教授王虹關注未

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問題，認為「青少年時期健康穩定的心
理狀態將為個人終生健康發展奠定基礎」；「90後」代表
李楠楠在一家醫療養老院裏服務着另一群「90後」——90
歲以上乃至百歲老人，結合投身養老護理行業十餘年的經
歷，她直擊行業內的青年「痛點」，建言打通職業晉升渠
道，讓更多年輕人在「銀髮產業」中發揮青春光熱；「砌
築工狀元」鄒彬代表是「95後」，「杭州工匠」楊金龍代
表出生於 1994 年，兩人都呼籲拓展青年技工的發展空
間，為中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人才力量。來自一
線的聲音，讓兩會關注的議題貼近青年需求，更好回應青
年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青年代表們在展現時代風貌的同
時，亦傳承着前輩代表們的優良傳統：扎根基層，務實議
政。

「95後」覃恰靜便是其中一個代表。受益於國家定向師
範生政策的她，畢業後回到山鄉做教師。有感於交通不便
給小學生學習生活帶來的困擾，她建議加快推進榕江—環
江—德勝高速公路立項建設，爭取國家層面支持涪陵至柳
州鐵路項目走線過境河池。

從「讓鄉村振興搭上『數字快車』」到「鄉村閒置空間
結合農村非遺文化傳承進行特色重塑」，從「為製造強國
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到「提升現代職業農民的專業素
質」，青年代表們的建言獻策為國計民生的改善注入了真
知灼見。他們的履職盡責，盡顯年輕一代「長江後浪推前
浪」的擔當，令人期待着青春血液給國家發展帶來的更多
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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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條件……今年開始實施的新版
婦女權益保障法對就業性別歧視
作了重點規定，明確了就業性別
歧視情形、救濟渠道和法律責
任。在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
實施過程中，用人單位的女職工
權益保障意識進一步提高，但也
遇到相關法規政策與新版婦女權
益保障法不適應的問題。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政協委
員、全國婦聯副主席林怡建議及
時修改《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
配套法規政策，將就業性別歧視
納入勞動保障監察範圍，指導各
地加強對招聘、錄取、晉職、晉
級、培訓、辭退等環節性別歧視
行為的監管。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

工會副主席馬璐建議修訂《女職
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
細化產假前工資標準、孕期哺
乳期調崗、產後返崗等相關規
定。

兩會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任芳頡兩會報道）孕
產婦健康狀況也影響女性再生育意願。全國人大代表
李燕多次關注婦女兒童相關問題，今年兩會她把目光
投向孕產婦抑鬱症群體。李燕說，數據顯示中國每5位
產婦中就有1個患有抑鬱症，63%女性曾患產後抑鬱，
20%的女性曾在懷孕期間患上抑鬱症，產後抑鬱易被
忽視，負面影響極大。「這些確診抑鬱症的孕產婦
中，僅有不足20%的人曾向醫護人員講述過自己的抑
鬱情緒。」
李燕說，目前中國孕產婦健康管理服務中，尚缺少

對孕產婦心理健康問題的常規篩查和診斷，導致有心
理困擾的孕產婦沒能獲得及時的專業援助。她建議進
一步強化孕產婦抑鬱症的常規篩查，與產檢服務和產
後家庭訪視服務相結合，建立孕產婦心理健康檔案，
定期篩查孕產婦的心理健康狀況，對有輕中度抑鬱情
緒或存在抑鬱危險的孕產婦實行早干預，定期監測和
隨訪；對有重度抑鬱情緒或可疑抑鬱者採取措施、及
早轉診、及早治療。

六成婦曾患產後抑鬱
代表倡強化心理篩查

在代表委員看來，打破女性就業「隱形門檻」，
應為其提供多元培訓資源，以技能培訓「點亮」就
業路。
「我國女性接受職業教育的比重低於男性。農村

女性接受職業教育的機會更少。」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曉蘭建議，中等、
高等職業學校更多增設適合女性的專業，加強女性
職業教育的統計、監測和督導，以職業培訓實名制
系統為基礎，完善職業培訓分性別統計，保障女性
平等獲得職業教育培訓。
張曉蘭指出，中國女性接受培訓的機會相對較

少。據有關部門統計，2020年，我國中等職業教
育在校生中女生佔 41.5%，成人中專中女性佔
43%。她認為，應加強女性數字技能、綠色技能、
急需緊缺技能人才培養，對有提升意願、符合招錄
條件的女農民做到應招盡招、應補盡補，設定適合
農村女性需求的培訓項目。
伴隨生育率的降低，人口老齡化日益凸顯，多為

女性從業者的養老服務中等職業教育需求快速增
多。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佛教協會會長釋
養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應增設縣域中等
職業教育機構，增加中職院校涉老服務專業，深入推
進縣域中職機構涉老專業課程改革，「應在已有機構
中強制增設涉老服務專業，並對這些專業發展建設進
行政策扶持。同時明確中職人才培養定位和規格，
破解全社會缺乏中級養老服務人才的困境。」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教授甘華田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應全
面放開生育政策，由每個家庭自主決
定生育數量。他建議為生育二孩、三
孩的家庭發放教育專項補貼，為第三
孩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階段的免
費教育。同時減輕育兒家庭醫療負
擔，實行6歲以下兒童免費醫療，提
高兒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質。在個人
所得稅徵收中，關於撫養子女支出的
專項附加扣除標準按照子女數量進行
差異化個稅抵扣，並且覆蓋從懷孕到
孩子年滿18周歲。
「一孩生育養育體驗較差是影響家

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
丹表示，多數一孩母親對備孕、懷孕
和生育的過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後
生活質量下降、養育孩子壓力大、教
育過程太累等導致不願意再生育。賀
丹建議促進生育支持政策配套銜接，
家庭育兒階段給予稅收減免，在家庭
購房、購車方面給予優先優惠，發揮
社會保險的協同作用，經濟壓力較大
的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積金和和
養老金的個人賬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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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建言獻策

◀ 代表委員認為，保障女性平等
獲得職業教育培訓，有助打破女性
就業「隱形門檻」。圖為河北邯鄲
職教城老師指導學生進行護理實踐
操作。 資料圖片

◆ 哈爾濱新
區專場招聘會
上，一名女求
職者在與用人
單位工作人員
交流。新華社破「隱形門檻」

保障她就業

補心理教育短板 心理治療納醫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近年來，中國
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和精神疾病、情緒障礙發病
率持續上升，中小學生抑鬱、焦慮、自傷等心理問題頻
發，成為影響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重要問題。對此，今年全
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為呵護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言
獻策。他們的建議涉及提前識別和干預、開展家校協同、
培訓專職心理教師、規範心理諮詢行業、將青少年抑鬱症
納入醫保門診慢性病病種、人工智能關懷青少年心理健康
等諸多方面。

實現青少年心理健康專科全覆蓋
民進中央在調研中發現，中國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存
在心理健康管理和診療體系缺乏協同、學校的心理健康管
理能力有待提升、學生心理健康管理的社會資源不足等問
題。對此，民進中央向大會提交了《關於構建中小學生心理
健康家校社協同管理體系的提案》，建議加快構建學校、家
庭、社會三位一體學生心理健康管理機制。每個學校都應建
立學生心理問題監測方案和干預預案。同時，要指導中小學
認真落實「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檔案，對心理高危學生及時
干預。加快研發適合中小學生的心理課程及輔助資料。還要
加強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的培養和培訓。
關於心理疾病就醫問題，民進中央建議，加強心理門診

建設，縣級醫院實現青少年心理健康專科全覆蓋。考慮將
抑鬱症等心理疾病納入醫保門診慢性病病種。加強對社會
新業態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前瞻性研究，涉及未成年人
的產品和活動應嚴格監管，以「最有利於未成年人」為原
則進行是否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前置審查。嚴厲打擊心
理諮詢機構虛假宣傳、欺騙營銷、濫用量表和精神類藥
物、高收費亂象。全國政協委員、民進雲南省委會副主
委、雲南工商學院執行校長李孝軒認為，早識別、早發
現、早治療是科學應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不二法則。
應部署開展未成年學生心理健康專題調研，為預防自殘等
極端事件建立第一道防線。他建議，壓實學校主體責任，
增加心理健康教育課時比重，深入開展珍愛生命主題教
育。另外，要探索體系化解決青少年心理疾病高發問題，
研究制訂差異化措施，加快推進政府、社會、司法、學
校、家庭等各方作用相互協同。

重視鄉村兒童心理健康狀況評估
另外，相比於城市，農村兒童心理健康服務資源更加匱
乏，開展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情況不容樂觀。全國政協委
員、香江控股董事長翟美卿表示，提高鄉村兒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水平需要行政部門、專業機構、科研院所等全行業、全
社會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加強鄉村兒童心理服務，激發鄉村
振興內生動力。她建議，加強對鄉村青少年兒童心理健康知
識科普；重視鄉村兒童心理健康狀況的評估和排查，提升整
個社會的精神心理衞生服務能力；打造鄉村兒童心理健康建
設生態，傾斜心理健康服務與公益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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