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能顾家养娃又能工作赚钱
明确弹性工作、不强行加班

广东等地推出妈妈岗

深阅读0505 >>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胡颖 但雯婷 制图 但雯婷 校审 黄颖

日前，广东省人社厅发布《关于推行
“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施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全省广泛开
发“妈妈岗”，拓展妇女就业空间。

“妈妈岗”，即专为宝妈们特设的岗位，该岗位
实行弹性工作、灵活就业，方便宝妈们兼顾家庭和
工作，亦帮助企业完善用工需求、发掘宝妈们的潜
力以重塑职场活力。

A
广东发文推行“妈妈岗”

广东省《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
就业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
见稿》）指出，“妈妈岗”是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政策，满
足妇女就业、满足企业等用人单位用工需求，由政府
鼓励引导、企业等用工主体开发设置，主要用于吸纳
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
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
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

根据调研，面对工作时间灵活，能够兼顾家庭与
工作的“妈妈岗”，八成受访者投支持票，认为此举方
便灵活。二成受访者投票“不认可”，并表示“妈妈”
不该成为一个只能弹性工作的代名词，男性或女性
都需要兼顾家庭。

时下整个社会需要进一步保障女性拥有平等的
就业权利，提升女性就业质量，打破职业晋升的“玻
璃天花板”。同时，通过持续的努力，为更多妈妈打
造更加多元、包容和平等的职场环境，支持她们在投
入家庭的同时追求职业成长，展现自我价值，并在未
来连接更好的就业机会。

《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可以按规定开发设置“妈妈岗”，
鼓励用人单位拿出部分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用于

“妈妈岗”设置，鼓励规上限上企业设立“妈妈岗”。
同时，灵活确定岗位工时等内容，鼓励引导“妈

妈岗”实行灵活上班和弹性工作的方式，结合实际科
学制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方便妇女更好地
兼顾照料儿童和工作。

“妈妈岗”实行劳动合同形式用工的，应在劳动
合同中协商明确弹性工作、不强行安排加班、工作时
间因照料儿童需要可以请假等相关内容。劳务形式
用工的，应签订劳务协议，合理确定权利义务。

《征求意见稿》提出，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
鼓励用人单位设立“妈妈岗”车间、“妈妈岗”生产线
等，并建立“妇女之家”，为员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
护服务。

此外，广东还将加强“妈妈岗”就业服务，收集发
布“妈妈岗”招聘信息，编制规范运行的零工市场“电
子地图”，支持开展“妈妈岗”技能培训，提升育儿妇
女就业技能。

事无巨细，凡是可能涉及到“妈妈”们就业的问
题，都尽可能在政策上做好布局。

B
月薪从4000到12000元不等
5月14日正值母亲节，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人

社局了解到，2023年广东“稳就业 促发展”珠三角
片区大型招聘嘉年华将于5月20日在中山市博览
中心举行。

其中，中山特设的“妈妈岗”招聘专区，将为现场
求职的“宝妈”提供儿童托管服务，提前预备移动母
婴室，并派专人看护儿童，让“宝妈”实现带娃、找工
作两不误。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妈妈岗”来看，岗位
遍布教育培训课程顾问、房地产置业顾问、企业客服
专员、工厂普工、配送员、销售员等不同行业工种，月
薪从4000元到12000元不等。

根据政策，中山企业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养育
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儿童的妇女就业，每个月可
以获得400元/人的补贴。同时，“妈妈岗”员工每人
每月也能获得3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有网友称，自己在广东中山参加的多场招聘会

上，都发现专门设置了“妈妈岗”：买社保，工作时间
灵活，方便接送孩子。

不只广东，在江西、四川等地也都有“妈妈岗”出
现。

为什么多地愿意尝试“妈妈岗”？最重要的就是
切中了妈妈们的需求点。既能顾家养娃，又能工作
赚钱，这是许多妈妈的现实愿望。能够解决这一冲
突，工作时间自由、灵活的“妈妈岗”一经推出，就受
到妈妈们的热烈响应。

C
九成全职妈妈试图重返职场

全职妈妈能否重回职场？重回职场为了什么？
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聚焦于“全职妈妈再
就业”开展调研，剖析其面临的挑战和需求。调研显
示，九成全职妈妈试图重返职场，六成期待弹性工作
制。她们再就业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实现自我
价值”“不与社会脱节”“缓解经济负担”。

有关数据表明，职业女性在生育前后主动或被
动回归家庭的全职群体渐渐增大。前程无忧调研了
百余位有全职家长经历的女性，发现职业女性成为
全职妈妈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其中最主要原
因是对家庭教育和亲子陪伴的重视，62.7%的全职
妈妈“希望陪伴孩子成长”，44%认为自己“需要亲子
家庭教育”。也有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比如“没有
老人亲戚帮忙带孩子”（41.7%）、“请保姆的费用比
较贵”（28.3%）、“老人带娃易出现矛盾”（22.3%）、

“对育儿嫂不放心”（16.3%）等问题。
从职业女性到全职妈妈，结婚生育通常是角色

变化的转折点。调研显示，近五成受访妈妈的“全
职”经历持续了1-3年，3-6年的占比17.7%，6年以
上的占比较少。当子女渐渐长大，重返职场是个绕
不开的话题。调研显示，九成受访妈妈希望能够回
到职场，其中78%已经在看机会，16.3%还在观望。

八成受访妈妈承认“全职妈妈再就业”存在一定
障碍。《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让受访妈
妈对回归职场的难度进行打分（1-100分逐分难度
提升）时，39.8%选择了“60-80分”，36.5%选择了

“40-60分”，合计仅有16.2%选择了40分以下。
社会开始正视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所面临的结构

性阻力。一方面，政府针对女性就业提供相应的帮
扶政策，比如，一些城市支持推广“妈妈岗”的新型岗
位；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兴职业的兴
起，让更多妈妈通过互联网扩展家庭以外的社会网
络，直接参与社会分工、积累人脉资源、共享经济发
展成果。

一次社会机制的有益探索

一则政策新闻被大众所普遍关注，
这说明它触动了多数人对一个普遍存
在的社会现象的敏感神经。

广东出台政策开发“妈妈岗”，点赞
多于迷惑，理解多于质疑。

我们先做正面理解。这种岗位能
帮助女性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
庭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能
促进家庭和谐，减轻女性员工的家庭
压力，提高生活质量。就设置该类就
业岗位的企业而言，可以提高其社会
形象和声誉，吸引更多优秀的女性加
入。

从社会意义上看，它有利于提高女
性就业机会和待遇，提高女性员工的工
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同时也有助于企
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让人们更加重
视母亲的角色和贡献。通过“妈妈岗”，
整个社会可以更好地关注母亲的健康、
教育、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为母亲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有个别人可能担心：“妈妈
岗”这样的“标签”会不会被理解为对母
亲的歧视？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最终
妥善解决，都会有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
的过程，都会有一个多次修正到基本完
善的过程。起初的不理解和妄议，或许
恰恰能推动政策在曲折中趋向被大众
最终认同。

放眼世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类
似“妈妈岗”一直存在，比如在加拿
大、法国、瑞典等欧美国家，也有类似
的政策。通常针对有就业需求的社
会弱势群体，主旨就是拿出合适的岗
位，给社会弱势或者特殊群体以帮
助，以便使他们在能够拥有工作机会
的同时，活出应有的人生尊严和社会
价值。

“妈妈岗”当然未必弱势，或者说，
它最多只是从生育到抚养、照料孩子的
最初几个月或几年里显出无奈的“弱
势”，需要社会理解和尽可能的照顾，绝
非赖在此“岗”不走。

无论舆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支持还
是质疑，无疑都是触摸到了“宝妈”就业
难这个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

倘若敞开胸怀去理解，这其实无关
职业歧视，更无关尊严，社会其他人也
不应该对此或上纲上线、杞人忧天，或
同情、疑惑、担忧。只要初衷是善意的，
就能得到社会多数人的理解，最终一路
风雨无阻。

总之，只要抛弃世俗观念，“妈妈
岗”至少也是一次社会机制的有益探
索，它可以为母亲们在特殊的人生阶
段，营造出适合她们需要的生活环境和
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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