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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在这十大新闻事件中，有对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的重视，例如《反家暴
法》的实施推动了公法入家门，在家暴
受害者更多为女性的社会背景下为保
障女性权益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去
年收视火爆的《爸爸去哪儿4》中“阿拉
蕾董力CP”引发了女童性保护争议，这
也折射出公众对女童保护意识的提
升，对媒体无底线炒作的反感。

有对新时代女性精神的倡导，女
排奥运再夺冠是女排精神的再次传
承与发扬，充分展现了聪慧时尚、自

信坚韧、创新进取的女性时代精神。
有对公共空间尊重女性的呼吁，

去年初明星马伊琍对国内母婴室形
同虚设的痛批，引起广泛关注，在社
会各界持续推动下，11月国家卫计
委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16年至2020
年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标准；
12月住建部实施《城市公共厕所设
计标准》，女性厕位比的提高将终结

“占领男厕”的历史，体现了公共政策
将性别主流化落到实处，是社会的一

大进步。
此外，“全面两孩政策考验女性

‘平衡’能力”“‘裸条’借贷事件触及
道德底线”等事件也入选。

据悉，此次评选，由上海社科院
社会学研究所和上海迪博大数据
研究所以“女性”为关键词通过智
能语义分析平台海选出网民关注
和热议的事件，经过学者初次筛
选、媒体专家投票、公众微信投票、
专家点评等环节，最终确定十大新
闻事件。

上海企业创新文化
品牌联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2016年度
上海企业创新文化品牌联展开展仪
式暨《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纲要（2017-2019）》发布活动近
日在人民广场音乐角举行。同时，上
海企业创新文化品牌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展由市委宣传部、市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会、市企业文化促进会共
同主办，文汇报社新媒体中心等承
办，集结2016年度上海企业创新文
化十佳品牌和优秀品牌，通过展板展
示上海企业转型发展中创新文化品
牌形象。

参加展评发布活动的20家企业
经过组织推荐、网友投票等环节，从
50家参与企业中脱颖而出，代表上海
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新水平。据悉，从

“阿拉品牌有腔调”到“阿拉创新在行
动”，再到“阿拉品牌不一般”，上海企
业创新文化品牌展评活动开展三年
来，推介选树、集中展示发布了一批
坚持文化创新，恪守工匠精神，勇于
责任担当的企业文化品牌，推动了上
海企业转型发展和科学发展。

此外，为了指导推动全市企业文
化建设创新发展、内涵发展、开放发
展，《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纲要（2017-2019）》也在当天发
布。其重点任务包括实施“同心逐
梦”、“迈向卓越”、“责任担当”、“阳光
关怀”、“互联网＋”五大行动，不断增
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2019年下半
年，将对《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情况进
行总结和评估，向社会发布《上海市
企业文化建设白皮书》。

2020年全市需建成
约16万张养老床位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到 2020
年，全市共需建成约16万张养老床
位；到2020年，计划全市培育示范睦
邻互助点2000个。昨天，市民政局
通报了本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情况。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
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截至
2015年底，本市60周岁及以上的户
籍老年人口达到436万人，占全市户
籍人口的比重为30.2%。上海结合实
际，专门成立了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28号文”，全
力推进上海养老服务业发展。

专项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市
共需建成约16万张养老床位，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按照每千人40平
方米的标准配置。

在中心城区，本市将重点推广社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长者照
护之家”。目前全市已建成73家，到
2017年底，将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
城市化地区的街镇全覆盖。在郊区
农村地区，主要发展睦邻互助点，推
动农村老年人“不离乡土、不离乡邻、
不离乡音、不离乡情”的互助式养
老。目前，在浦东、奉贤、崇明等郊区
农村，睦邻点这一模式得到很好的发
展。到2020年，计划全市培育示范
睦邻互助点2000个。

市妇联和社科院联合发布“2016年影响女性发展的十大新闻事件”

反家暴法、女性厕位比提高等入围
全面两孩政策考验女性“平衡”能力、反家暴法实施推动公法入家门、“裸条”借贷事件触及道德底

线、女性厕位比提高“占领男厕”将成历史……为唤醒社会公众对女性发展的关注，积极引导社会各界
用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分析新闻事件，昨天，市妇联与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评选出了2016年影响
女性发展的十大新闻事件。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全面两孩考验女性“平衡”能力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自2016

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该法第

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

妻生育两个子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陆晓文解读说，在老龄化不断

加剧的背景下，全面放开两孩对调整

人口结构具有积极意义。但两孩政

策对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形成

了巨大挑战，人口再生产不仅仅是女

性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

责任，因此亟需制定和完善公共托

育、女性就业、家庭税收等相应的配

套政策。

反家暴法实施推动公法入家门
2016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该法是为

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

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

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

定而制定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杨雄解读说，在传统中国，公

法和私法并存，在“法不入家门”的特

定社会心理情境下公法往往很难对

家庭中有力量优势的一方进行约

束。“清官难断家务事”，《反家暴法》

则为公允的判断提供了最基础的标

准。在家暴受害者更多为女性的社

会背景下，该法的实施必将为保障女

性权益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为家庭中

弱势的一方撑起安全之伞。

“裸条”借贷事件触及道德底线
2016 年 11 月，不断有网友爆料

借贷宝的“裸条”压缩包在网上流传，

其中包含了 167 名“90 后”女大学生

的裸照及视频。借款人通过网络借

贷平台借款并设定高额利息，以借款

人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作为担保，当

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贷款人以公

开其裸照和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的手

段逼迫借款人还款。事件曝光，社会

舆论一片哗然。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陆晓文解读说，设立借贷宝，

本意是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但是用

少女的裸体照片作为抵押，抵押的是

女性的人格和尊严。不良商家用这

样的抵押品实现自身利益，触及社会

道德底线，让“借贷宝”抹上了肮脏的

色彩。必须在制度设计和监管上杜

绝此类侵害女性权益的漏洞。作为

女性，也应增强法制意识和“四自”精

神（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女性厕位比提高
2016年12月1日，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实施《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

准》，将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的比例

提高到3：2，其中人流量较大地区为

2：1。上海首座无性别公厕建设已于

2016 年 11 月下旬在浦东南路试运

行。女性厕位比例的提高，将有效缓

解女性如厕难。

“性别平等是否就男女都一样？

公厕的差异化设置对这一问题做了

很好的阐释。”沈奕斐解读说，两性既

有生理的差异，也有后天文化建构的

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价值高低之

分，社会需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

提供更加人性化和多元化的公共服

务。提高女性厕位比，体现了公共政

策将性别主流化落到实处，这是社会

的一大进步。

专家解读

上海首座无性别厕所在浦东试行。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