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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观察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交通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监制的《工会经费

收入专用收据》9 本另 15 份，其中：广东

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领用4

本 ，收 据 号 码 分 别 为 1003902801-

1003902820、1003902981- 1003903000、

1003903041- 1003903060、1003903081-

1003903100，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工会

委员会（原广东省公路管理局工会委员

会）领用 5 本另 15 份，收据号码分别为

1003902261- 1003902280、1003902321-

1003902335、1003902381- 1003902400、

1003902561- 1003902580、1003902721-

1003902740、1116975561-111697558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监

制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6本,收据

号码分别为 1000059221—1000059240、

1014930321- 1014930340、1116469101-

1116469120、1116469501- 1116469520、

1116469521- 1116469540、1116469701-

1116469720，现声明作废。

案例二

生孩子要排队、生育津贴缩水

学校要求女教职工“有序”生育，并对可生二

胎的教师限定名额，指定时间怀不上，名额将被取

消；公司不按实际工资基数缴纳生育保险费用，导

致女职工拿到的生育津贴大为减少。日前，全国

妇联在京发布第二届“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

大案例”。其中，河南省某高中女教师“排队生育”

事件和李某某生育津贴纠纷案“榜上有名”。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用人单位限制或侵

害女性生育权益的现象较为突出，上述两个案例

颇为典型。”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长封蕾

说。新形势下，如何维护公民生育权的问题迫在

眉睫。

在李某某生育津贴纠纷案中，李

某某是上海某公司白领，每月工资过

万。2016 年8月，李某某休完产假回

到公司上班后，发现从社保部门领到

的生育津贴仅相当于自己1个月的工

资，经过询问得知，公司没有按实际工

资基数缴纳生育保险费用。当她向公

司提出补足差额的请求时被公司直接

拒绝，几经交涉无果，她提出了劳动仲

裁的申请。

全总女职工部权益二处处长唐晓

青指出，在涉及女职工生育权的劳动

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对于相关证据

的制作和控制占有优势地位，举证便

利，而职工则处于弱势地位。“若用人

单位发放工资不规范，没有建立工资

台账备查制度或刻意采取银行转账与

现金支付两种支付方式，发生争议时，

对劳动者主张的现金支付工资不予确

认，就会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侵

害。”唐晓青说。

李某某发现本人与公司签订的几

份劳动合同中，在劳动报酬一项都只

标明为 2300 元/月，并以此为基数缴

纳其生育保险，尽管她实际工资远高

于这个标准。从2014年起，她所在公

司每月除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 2300

元是通过银行转账外，其余部分都是

现金发放。她手里既没有入账凭证，

也没有签收单，想要证明自己生育前

的实际工资颇为困难。

在律师的建议下，李某某从以往

和公司的邮件、短信、微信、QQ 等记

录中找到了不少与工资标准和工资支

付有关的内容。这些证据综合在一起

相互印证，工资发放的时间、金额一一

对应，成为法院支持李某某诉求的有

力支撑。最终，李某某所在公司补给

了她近5万元生育津贴差额。

公司不按实际工资基数缴纳生育保险费用

案例一 工会助力，女教师生二孩不用排队

肇庆端州法院用微信
快速为当事人拿到抚养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欧阳丹 张子君）“微信送达”让肇庆端州法

院在 2 小时内快速执结一宗追索抚养费案

件，成功为申请执行人追回生活费、医疗

费、学费共 6000 余元。这也是端州法院探

索多元化送达方式以来，首宗“微信+执行”

案例。

梁某与黄某在一宗抚养费纠纷案件中达

成调解协议：女儿随梁某生活，黄某对女儿享

有探视权并每月支付其生活费，女儿的教育

费、医疗费由双方共同承担。但从2017年1

月起，黄某并未按时支付女儿抚养费，直至同

年 7 月共拖欠女儿生活费、医疗费、学费共

6000多元。经多次催促无果，梁某遂到端州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由于黄某目前在外地工作，短期内无法

到法院领取法律文书和办理相关手续，经执

行人员耐心沟通，黄某同意通过微信领取相

关材料并立即支付抚养费。当天下午5时，

执行人员通过微信向黄某发送了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原件的照片。

几分钟后，黄某在微信中迅速回复“收到”，并

于当天晚上7点把拖欠的抚养费汇至梁某名

下的银行账户，并将汇款凭证截图再发回给

执行人员，最后，执行人员将微信记录截图打

印并归档保存。短短2个小时，法院执行人

员快速执结该案，申请执行人梁某也实时收

到案款。

2017年以来，肇庆法院不断探索和创新

送达和执行方式，努力减轻群众诉累，让诉讼

服务更周到、更便利、更快捷。

终于不用“排队”生二胎了。对

于河南省某高中 172 位符合二胎生

育政策的女教师来说，真是天大的好

消息。

2016年，为避免女教职工生育出

现“产假式缺员”现象，河南某高中制

定管理意见，要求女教职工有序生育，

并要求各学科对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

限定名额，如果特定时间怀不上，名额

将被取消。一些女教师生二胎的时间

甚至被排到了2020年之后。

该高中“排队生育”现象经媒体报

道后引发社会热议。河南省总工会立

即深入学校调查，明确要求：依法维护

好教职工的生育权、劳动权和休息休

假权，最大限度维护教职工队伍稳定；

严格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

规，任何学校不能以剥夺或限制生育

权的非法手段解决教学难题；提升维

权意识，坚决杜绝任何与女教职工合

法权益和切身利益相违背的规定和行

为的再次出现。

在各级工会的强力推动下，该学

校已取消这项规定，育龄女老师可根

据自己的情况安排生育二胎。该高中

所在县教育局采取加大师范院校招录

力度、临时聘请代课教师替补和返聘

退休教师等措施，缓解生育缺员问题，

维护正常教学秩序。

事件发生后，河南省总工会不仅

及时督促相关部门调查和整改，而且，

在解决个案的基础上，省市县三级工

会均出台文件，规制了侵犯女职工生

育权和劳动权的行为，从源头上有效

防范侵权事件的再次发生。

为更好地维护生育权，2017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函广东、云南、江

西、海南、福建五省，要求修改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超生即辞退”规

定，目前这五省都已对相关规定进行

了修改或列入修法计划。在一些地方

实施了几十年的职工“超生即辞退”的

制度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女性生育权益屡遭侵害是一个

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的妇女生

育意愿弱化现象，更值得全社会关

注。”丁娟表示，当前亟须探索一条生

育成本社会共担的可行路径，以保证

人口政策的贯彻落实。

丁娟表示，各级政府部门应当继

续加大对生育的投入，采取鼓励生育

的一揽子计划，为用人单位和生育家

庭解决实际困难。如：完善生育保险

制度，为保障女职工平等就业权利奠

定基础；给予用人单位相关财政补贴

或税收优惠，由国家财政承担一部分

生育成本；倡导男女共同承担家庭照

料责任，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成本。

（本报综合）

对策 探索生育成本社会共担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