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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公布了中国女性在
七大领域的统计监测结果。紧接着，“第四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发布。结果表
明，十年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
化，约 97%的被访者认为，党和国家为妇女发展
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认为目前我国男女社会
地位差不多的比例比 2010 年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
女性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半边天”的力量在彰显

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 80 岁；孕产妇死亡率
降四成；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不断提高
……统计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在促进男女平等和
妇女全面发展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妇女的
各方面保障越来越完善。

健康：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 80 岁。继 2000
年我国进入长寿国家行列之后，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持续提高，其中，女性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0 年
的 77.37 岁提高到 2015 年的 79.43 岁，2020 年进一
步提高到 80.88 岁。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标
人群覆盖率平均达 96.4%，妇女常见病筛查率达到
86.6%。2020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6.9/10 万，
比 2010 年降低 43.7%，指标水平居全球中高收入国
家前列。

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超过男性。
2020 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85.2%，女童平

等接受学前教育得到切实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性
别差距基本消除。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4.4% ，在校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
50.9%。

就业：近七成女性处于在业状态。城镇和农
村女性在业比例分别为 66.3%、73.2%。社会就业
人员中女性占比超四成，女性就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女性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 54.1%。对贫困妇
女的保障力度持续加强，截至 2020 年底，实现脱
贫的近 1 亿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

婚姻家庭：夫妻家庭地位更平等。共同商量
如今已成为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主要模式。其中

“生育决策”由夫妻共同商量的占 91.1%；在“投
资/贷款”和“买房/盖房”方面，妻子参与决策的
分别占 89.5%和 90%。丈夫休带薪护理假比例上
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比例明显降低。

社会保障：各方面社会保障都在提高。分娩
费用报销或补贴比例明显提高，女性养老保障基
本实现应保尽保。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末，我
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为 4.7 亿人，比 2016 年
末增加 1.2 亿人；女性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
人数增长约八成。

社会参与：年轻女性参与意愿更强。居委会
和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均提高，全国人大女代
表和政协女委员占比均达历史最高，女性在企业
经营管理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年轻女性更关
心国家大事，18~24 岁女性关注国内外重大事务的
比例高达 97.3%。

法律保障。公众法治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增
强。八成左右被访者知晓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
庭暴力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打击拐卖妇女犯
罪取得显著成效，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得到大力
加强。2011~2020 年，全国共有 330.7 万人次的女性
获得了法律援助。

教育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基石

《生命时报》 记者就此采访专家时，他们表
示，妇幼医疗、教育和法制的完善是增进妇女幸
福感的主要推动力。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技术中心主任、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理事
李力表示，中国妇女健康状况的提高显而易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产领域取得了卓越成
绩，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在 2018 年就提前完
成了联合国要求的千年发展目标。据联合国测
算，中国女性寿命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出 4 岁，
基本迈进了中高水平国家阵列。如今，城市环
境、生态环境、农村人居环境在变好，都为女性
提供了更好的健康保障。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丁娟
表示，教育对女性一生的成长非常重要，没有教
育基石，根本谈不上女性就业、社会参与等更高
层次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平等是男女平
等执行最好的领域。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教育以人为本，向弱势者倾
斜，农村教育加大投入，通过转移支付，加强农
村薄弱环节，如今有效促进了女性受教育时间的
延长。

近十年来，女性参与民主政治和基层社会治
理的意愿和能动性进一步增强。丁娟说，人大女
代表和政协女委员、企业女管理者日益增多，这
说明女性在关注自己命运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社
会发展，把自我发展与社会相融合。教育是基
础，就业是核心，参政是焦点指标，民主参与是
男女平等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荼
毒，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中，没有自我表达和社会
参与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这方面的
意愿和能力，只是被长期压抑了。如今，妇女素
质提高和互联网快速发展，为女性了解国内外重
大事务提供了更多机会。

丁娟表示，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提
倡家风和家庭文化建设。过去认为家庭是私权领
域，女性必须以家庭为主，顺从丈夫，即便是受
到家暴，也被认为是男性特权，或女性存在过
错。如今，公权力越来越多介入家庭，家暴不是
私事，家庭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强。这一方面是因
为，人越来越依靠社会生存发展，对家庭的依附
性减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个体的婚恋态
度更加尊重，如果婚姻维持不下去，男女都有结
婚和离婚的自由。

另外，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诸多法律法规的颁
布和修订，对女性财产权益、女性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土地承包权益及女职工健康权益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规定，使维护妇女权益、男女平等的法
律法规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 和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

（2013—2020 年）》，对我国反对家暴、保护妇女
儿童等弱势群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城乡差距需改善，男女平等再加劲

专家们表示，我国在女性健康、就业、社会
参与等多方面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有目共睹，但不
可否认，城乡之间还存在差距，有些问题还需细
化到具体领域，落实对女性的更多关怀。

育龄期健康教育需要加强。“第四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指出，2020 年，农村孕产妇死亡
率为 18.5/10 万，比 2010 年降低 38.5%，但仍高于
城市 14.1/10 万的水平。例如，我国上海、杭州等
中心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低至 4/10 万左右，而中
西部地区仍然在 10/10 万左右。

李力表示，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卫
生健康的重要指数。当前，威胁孕产妇健康的疾
病谱不一样了，以往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疾病有产
后出血、羊水栓塞、子痫前期、感染等。近年来
的新情况是，孕产妇合并症多了，合并“三高”、
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需要高
度重视。这提醒我们，无论城乡，女性育龄期前
的健康保健和健康教育尤为重要，应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合理避孕，并加强青少年期性教育，避
免早孕和堕胎。

关注女性家庭压力和个人发展的不平衡。调
查显示，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120 分
钟；0~17 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
送主要由母亲承担；3 岁以下孩子“托幼服务”需
求比例为 35.1% ，但由于托幼机构照料的仅占
2.7%，主要还是母亲负责照顾。

丁娟表示，尽管近十年来夫妻家庭地位更平
等，但家庭照料负担重、公共服务支持不足、女
性退休早和保障待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国家监
管部门要加大性别歧视的监测力度，对企业招工
性别歧视要予以严惩；大力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和社会服务机构，建立普惠型的幼儿园和托儿
所，减轻妇女育儿压力。企业用工要男女平等，
同工同酬，不能在岗位安排上排斥女性；在女性
集中的行业要优先选拔女干部，提高管理层女性
比例。在教育领域，男女平等教育要从小做起，
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减少校园暴力和性侵问
题。在家庭中，营造男女平等文化，夫妻间要彼
此尊重，家务劳动共同分担，男性不能做“甩手
掌柜”。在社会宣传方面，应注重改善对女性的偏
见，例如，对女博士等大龄女性的歧视、对女性
生育选择权的非议等。

身心健康都需要重视。李力认为，女性是社
会的中坚力量，但是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要
给自己做好基本的医疗保障，定期做体检，做好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重视青春期性教育，尽
早接种宫颈癌疫苗，40 岁后重视两癌 （宫颈癌和
乳腺癌） 筛查。当前，孕产妇死亡率的控制已经
进入瓶颈期，更多的防控需要育龄妇女自己重
视。重视孕前身体检查，不要等到要备孕时才开
始重视健康。尤其是准备要二胎、三胎的女性，
要注意防控新生儿出生缺陷。产后抑郁比例增加
应引起高度重视，关爱更年期女性情志变化和心
理问题，呵护心理健康。

男女平等要把法律落到实处。我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规定，禁止基于性别排斥、限制妇女依法
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加强女职工特殊时期的劳
动保护、保护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增加离
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规定，完善学校和用人单
位对性骚扰的预防和制止措施。禁止使用迷信、
精神控制 （PUA） 等非暴力手段等侵害女性，禁止
因婚恋纠纷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丁娟表示，这些
法律条款要落实到实处，同时也需要女性提高自
我权益保护意识，遇到侵权行为，要积极依法维
权。

最后，丁娟建议，实现女性自身全面发展，
还要不断提升教育程度，提高职业能力，把自己
的选择和社会的发展相结合，这样更利于实现自
身价值；要适应社会发展，协调好家庭和事业发
展，处理好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把握自
己的命运，做到知情选择，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
康。“相信在多方支持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妇
女的幸福感还会进一步提高！”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这句话
的谜底就是花生。这个外壳坑坑洼洼、长在地下满身
泥土的农作物，因为一群探险家改变了命运。

400多年前，当一队西班牙探险家远渡重洋，踏
上南美洲大陆时，所有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么新
鲜。在秘鲁的集市上，探险家们发现不少当地人都在
卖一种奇形怪状的坚果，外壳上还沾满了泥巴，看上
去脏极了。西班牙人一边批评这种坚果丑陋的外貌，
一边禁不住诱惑剥开一颗放进嘴里，没想到味道竟出
奇地好，清香中带着一丝甘甜。众人狂喜：这下好
了，又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原来，坚果是西班牙
人必备的美食，他们喜欢将松子、杏仁、核桃这些果
仁跟米饭混合在一起吃。可是南美洲很难看见这些坚
果的身影，就算偶尔遇到，价钱也高得离谱。于是这
种从地里刨出来的“泥巴坚果”，就成了西班牙人的
最爱，他们叫它“玛尼”，返航时还将其带回欧洲。
这些“玛尼”就是今天的花生。

大约在公元 15世纪晚期或 16世纪早期，花生从
南洋群岛引入我国，最初只在南方沿海各省种植。明
孝宗弘治15年(1502年)的《常熟县志》中有“三月栽
引蔓不起长，俗云：花落在地，而生长土中，故名”
的记述，这是我国史料关于花生的最早记载。后来，
花生又推广到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份。在
这期间，花生也有了 “落花生”“万寿果”“长生

果”“人参豆”
等 很 多 名 字 ，
足见我国人民
对其喜爱程度
之深。欧洲曾
从中国引种花
生，至今欧洲部分地区仍称它为“中国坚果”。

从营养角度来说，花生含 25%的蛋白质，富含
膳食纤维、维生素 E、B 族维生素以及钙、钾等矿
物质，是健康的加餐零食。中国营养学会建议，
每天吃大豆和坚果总共 25~35 克，每周吃 50~70 克
坚果。生的新鲜花生水分较大，可以适当多吃
点。花生当零食吃，控量是关键。如果吃多了，
就要适当减少烹调油的用量，按照脂肪含量换算
的话，每多吃 50 克花生仁，相应减少 20 克烹调
油。另外，尽量选择原味花生，否则可能导致钠
摄入超标。

挑花生要注意两点：一，是否有霉味，二，是否
有不新鲜油脂的味道（即“哈喇味”）。有霉味说明
其中可能有霉菌毒素污染，比如黄曲霉毒素；有哈喇
味说明其中可能有较多油脂氧化产物，营养价值会大
打折扣，油脂氧化产物还可能加快衰老和疾病的进
程。储存花生要充分晒干、注意防潮，如不小心吃到
有霉味、苦味的，一定要立即吐出并漱口。

向他人寻求帮助，不仅能节省时间，避免走弯
路，还能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那
么，如何才能高效率地寻求他人的帮助呢？近日，美
国康奈尔大学发表在《社会心理与人格科学》杂志的
最新研究表示，寻求他人帮助，当面询问好于发电子
邮件和短信。

该研究一共进行两个实验。第一项实验中，研究
团队纳入 888 名参与者，其中包括 168 名寻求帮助
者，94名是女性；720个被寻求帮助者，395名是女
性。实验采用5个寻求帮助的沟通渠道，分别为面对
面、视频通话、打电话、音频消息以及邮件信息。参
与者需要从这 5个渠道中选择一种向 5个朋友寻求帮
助，并预测他的朋友是否同意。结果显示，通过面对
面沟通获得帮助的概率最大，平均5个人中4人会给予
帮助；通过视频和电话获得帮助的概率较小，平均5个
人中仅有 2.13和 2.21人给予帮助：通过电子邮件寻求
帮助成功的概率最低，5个人中仅有 1.47人给予帮助。
很多人因为害怕不能获得帮助而选择放弃，或选择不
让自己尴尬的方式来寻求帮助，如发短信和邮件。

总的来说，如果工作中想要寻求他人帮助，最好
进行面对面沟通。如两个人必须通过媒介沟通，最好
选视频和电话沟通方式，不要选择发邮件和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