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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和排查
禁止因婚育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

18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二次审议，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与公众关切。

关注 1
建立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

强制报告和排查制度

近期，一些地方被曝存在严重侵害
妇女合法权益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
示，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地方在社会基
层治理、妇女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短板弱
项，需要在法律中增加有关规定。

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婚姻登记机
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应当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
及时调查处理。

妇女联合会应当发挥其基层组织作
用，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拐卖、绑架等
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排查，有关部门应
当予以配合。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
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
有关部门做好解救工作。

此外，修订草案二审稿强调：各级人
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
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
被解救妇女的安置、救助和关爱等工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
律部教授王静认为，新增规定明确了基层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救助受害妇女、
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的法定义务，规定了
上述主体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需要承担
的责任，这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主动作
为、积极救助并保障妇女权益的大环境。

“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之所以长期
存在，既有法律制约和惩治机制有待完
善的原因，也有一些人法治意识淡薄的
因素。”王静建议，应建立责任明晰、多部
门协同配合的打击犯罪机制。同时，加
强普法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保护
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

关注 2
保障女职工怀孕生育期间
休息休假权与晋升权

一旦怀孕就被变相降薪、辞退，休完

产假发现被调离重要岗位……记者从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共收到逾42万条
公众意见，其中，完善教育、就业等各领
域的男女平等制度，保障女职工在怀孕、
生育期间的休息休假权益等方面的意见
较为集中。

对此，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
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孕
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益。用
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
情形，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
技术职称和职务。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
认为，这一规定释放了倡导建设家庭
友好型工作环境的积极信号。“在职场
竞争和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等多重因素
影响下，职业妇女常常面临家庭与工
作平衡的压力。立法应当充分注意不同
利益主体的正当诉求，除了追究用人
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外，还应倡
导建设员工友好型、妇女友好型的工
作环境。”

蒋月建议，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托
育服务等支持家庭的公共服务，保障
女职工放心生孩子、安心去上班；为相关
企业减免一定税负，降低职工休假用
工成本。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示，建
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还要兼顾男
性共同育儿的需求。“对于男性家庭成员
而言，共同育儿既是权利，也是责任和义
务。设立共同育儿假有利于改变‘生养
孩子是女人的事’的传统观念，让男女职
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

关注 3
防范校园性侵

建立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有犯罪前科
的人员进入校园，对未成年学生实施性
骚扰甚至性侵害的案件。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的新未成
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建立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行业违法犯罪记录入职查询
制度。

在此基础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规定：学校聘用教
职员工或者引入志愿者、社会工作者
等校外人员时，应当查询上述人员是否
具有性侵害、性骚扰等违法犯罪记录；
发现其具有上述记录的，不得录用或者
引入。

李明舜认为，建立入职查询制度，
积极回应了公众期待，是阻止有犯罪高

风险人员进入校园的有力措施，有利于
从源头制度化地防范性骚扰、性侵害的
发生。

蒋月说，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具
有一定隐秘性，通常缺少证人证言、监控
录像等证据。同时，未成年人往往缺乏
收集、保存相关证据的意识和能力，存
在犯罪行为发现难、取证难等问题。因
此，学校等相关单位既要及时履行入职
查询义务，又要采取合理措施，预防性
骚扰，并受理、处置性骚扰的投诉、举
报，必要时将相关信息和材料移交公安
机关处置。 据新华社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三审
聚焦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新华社北京 4月 18 日电 职业教
育法修订草案 1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进行第
三次审议。修订草案三审稿围绕提升
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进一步突出职
业教育的就业导向等方面作出修改和
完善。

为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营造
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修订
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通过组织开
展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为技术技能人
才提供展示技能、切磋技艺的平台，持续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和大国工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
低学历要求。

为进一步突出职业教育的就业导
向，加快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修订草案
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加快
培养学前教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方面
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
就业创业促进机制，采取多种形式为
学生提供职业规划、职业体验、求职指
导等就业创业服务，增强学生就业创
业能力。

修订草案三审稿还明确，国家优化
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
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职业学
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接受教育督导，职
业学校校长行使职权依法接受监督，职
业学校不得以介绍工作、安排实习实训
等名义违法收取费用。

18日，中国老龄协会联合中国司法
大数据研究院在京发布2021年度全国
老年人权益保护警示教育案例。案例分
析显示，当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在我国涉老民事案件中排名第二，老年
代步车交通安全隐患亟须引起重视。

根据案例分析，近年来，不少老年人
驾驶三轮或四轮电动车（老年代步车）出
行。这类老年代步车的重量、速度及尺寸
都超出了非机动车的范围，属于机动车范
畴，应按规定依法登记并持证驾驶，但现
实中老年代步车大多无牌照和驾照，无法

投保交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损失
理赔无门，维权困难是此类案件的特点。

除交通出行外，此次发布的案例还
涉及再就业权益、旅游消费、老年婚姻以
及保健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
统计显示，近三年劳务合同纠纷在涉老
民事案件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以养生讲
座、专家坐诊、免费体检为名的养生游、
会议游等诈骗案件近年来也有所增长。
究其原因，一方面，旅游产品的会销模式
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制，各政府部门
之间职责分工不明确，存在监管漏洞；另

一方面，在于老年人时间宽裕且有一定
积蓄，但自身防范意识较差，鉴别能力较
低，部分老年人存在爱贪小便宜的心理，
容易陷入会销陷阱。

对此，中国老龄协会呼吁，有关部门
应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会销
模式进行规范并加强监管，加大对这类
案件的查处惩治力度。同时，加强新闻
媒体对会销旅游骗局的曝光力度，提高
老年人防范意识。此外，老年人要增强
鉴别能力，拒绝商家洗脑宣传，避免自身
权益受到侵害。

为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工
作，中国老龄协会联合中国司法大数据
研究院开展了2021年度全国涉及老年
人案件情况研究。研究显示，2021年度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涉老案件54.25
万件，超九成为民事案件。

中国老龄协会提供的相关信息显
示，发布案例、以案释法，旨在引导广大
老年人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依法维
权能力，对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构建
老年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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