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
旗）吗？

为防范感染风险，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

县（市、区、旗），已经前往的人员须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

执行特定公务、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等确需前往的人

员，按照当地有关防控政策和规定执行。

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

区、旗），已经前往的人员须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

发生本地疫情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非疫

情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不出行，按照要求配合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风险人员排查等工作；确需出行的须持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做好旅途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

情防控规定。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无疫情县
（市、区、旗）人员能否出行？

发生本地疫情后，所在的县（市、区、旗）人员严格限制出

行，落实当地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员排查、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和社区防控等要求。

执行特定公务、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等人员确需出行

的，经当地联防联控机制批准，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做好旅途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当地

联防联控机制要公布审批要求和流程。

如果一个居民所在的县（市、区、旗）发生疫
情，那么他能否外出？

专家提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和社会经济

状况不同，疫情形势、传播风险和防控重点存在差异，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实际情况，按照科

学精准防控要求制定辖区内的人员出行要求并对外发布。

“两节”期间，个人要关注出行要求，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返乡和外出的居民应注意哪些防控要求？

看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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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唐礼松遗失佛山市优抚对象优
待证，编号：CZ20101，声明作废。
▲区灿荣遗失佛山市南海区大沥
镇奇槎社区勒西股份经济合作社
户 内 股 权 及 成 员 证 ， 证 号 ：
060556015015-0054，现声明作废。
▲覃荣因不慎遗失百西社区第十
股份经济合作社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开出的按金收据，电子单号：
0030781，金额：3000 元，大写：叁
仟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谢树科货运服务
部（经营者：吴秀芳）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溢年工程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法人：邓炳忠）遗失邓炳忠
私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溢年建材经营部
（经营者： 杨丽虹） 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禅城区华法文化职业技
术培训中心经理事会会议决议注
销并清算，现由黄爱玲、叶新展等
人组成清算组， 请有关债权人于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地
址：佛山市禅城区金澜北路 18 号
二楼， 联系人： 黄爱玲， 电话：
13929944112。

佛山市禅城区华法文化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

2021年 12 月 21 日
近年来，多地发生因婚恋

纠纷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

引发舆论担忧。

修订草案规定，禁止以恋

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结束同居、

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

露、传播妇女个人隐私。妇女遭

受上述暴力侵害或者面临上述

暴力侵害现实危险的，参照反家

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蒋月表示，反家庭暴力法

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对象限于

家庭成员及共同生活的人；妇女

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将曾经有

过亲密关系但已分开且未共同

生活的人也纳入适用范围，让受

害人有了更有力的维权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

将现行法律中“国家保障妇女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利”修改

为“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人格权益”，并在原有禁止

虐待、遗弃、残害等侵害妇女生

命健康权行为的基础上，增加

“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命健康权

益的行为”。

“从‘人身权利’到‘人格权

益’，体现了法律对妇女主体地

位的尊重和对人格尊严的保

护。”李明舜说，除了暴力手段，

洗脑驯化、操控女性精神等行为

也严重侵犯妇女生命健康权

益。修订草案禁止“其他一切侵

害妇女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

目的在于遏制以非暴力化手段

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行为，提升

广大妇女的安全感。

此外，修订草案还加强了妇

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保障，明确

夫妻双方应当共同承担家庭义

务。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

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

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

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

成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后救济并不能改变已

造成的伤害。保护妇女合法权

益，除了提升妇女自身的法律意

识，也要加强全社会的普法宣

传。”王静说。 （新华社）

香港新一届
立法会议员产生

据新华社电 20 日 10 时

许，随着功能界别最后一位当选

人顺利产生，香港特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经过

激烈比拼顺利当选的 90名议

员，将在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

兴的重大转折点加入特区管治

团队，在“爱国者治港”旗帜下整

装待发。

设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中央

点票站气氛庄重、热烈，工作人

员紧张而有序地逐一清点、确认

选票。经过约 12个小时点算，

由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40
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人

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全

部得到确认。

这是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后，

香港第二场重要选举实践。新

选制下，立法会议席从 70席增

至90席，选委会选举、功能团体

选举、分区直选三种方式产生议

员的制度设计，确保立法会既能

代表各界别、各地区利益，又能

更好代表香港整体利益。新选

制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

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得以

充分体现。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

举是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一场重

要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在选举投票结束后发表

声明说，新一届特区立法会将可

切实提升特区管治效能，为良政

善治开启新篇章。

这是一次香港特色民主发

展的成功实践。来自不同背景、

抱有不同政见的153名候选人，

在竞选期间积极宣介选举政纲、

充分展现问政水平和管治能力。

新当选的选举委员会界别

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新一届立

法会议员虽来自不同界别，但必

定是爱国者。相信未来的议会

将更加团结和有效率，齐心解决

香港深层次问题。

新起点、新征程，任务艰巨、

使命光荣。促进更加良性的行

政立法关系、聚焦香港长远发

展、推动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

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50万香港市民期待新一届立

法会议员拿出令人满意的答

卷。而每一位香港市民，其实也

面对着同样严肃的问题。

2022年香港将迎来回归祖

国 25周年。新年伊始，新一届

立法会议员将走马上任，翻开

“爱国者治港”崭新一页。

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涉及招生就业性别歧视、农村妇女分不到征地补偿款等社会热点

拟对离婚家务补偿增加规定

“两节”期间返乡和外出要注意这些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2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这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施行
近30年后又一次进行重大调整。从消除招生就业领域性别歧
视到保障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修订草案对诸多热点作出
回应，多个看点值得关注。

随着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

育的比例不断提升，一些院校

为平衡男女比例，限制女生报

考部分专业或人为提高女生录

取分数。

修订草案明确，学校在录

取学生时，除国家规定的特殊

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

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

录取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保障女性平等享

有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权利和

机会。

“草案在‘特殊专业’前增

加‘国家规定’的限制，就是要

把专业的性别限制决定权放在

国家层面，避免法律条文被滥

用。”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

教授李明舜说。

投简历被卡“性别关”、面

试时被问“生子计划”、生子后被

挤压升职空间……近年来，不

少职场女性面临这样的难题。

对此，修订草案明确，除国

家另有规定的外，用人单位不得

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调

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

意愿、将限制婚姻生育等作为录

用条件等。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

说，修订草案列举了就业性别歧

视的具体情形，有助于加强个人

维权意识，为用人单位加强内部

管理提供了明确指引，也为司法

实践提供了更精准的法律依据。

修订草案还要求加强对女

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

时期的特殊劳动保护。李明舜

表示，这回应了广大妇女对更加

有尊严的劳动和更加美好的幸

福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体现

了立法者对于“尊重生育的社会

价值”的价值引导。

与现行法律相比，修订草

案进一步阐释了“歧视妇女”的

含义，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

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

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的歧视，禁止基于性别排斥、

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

权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政法部国家治理室教授王静表

示，修订草案对“歧视妇女”的

含义予以明确，是在部门法的

层面将宪法中“国家保护妇女

的权利和利益”的原则规定进

一步细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修订草案还明确，建立政府

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维

护妇女权益工作机制；加强法律

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完善性

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等。

“虽然我国妇女地位正在

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隐性歧

视行为。在政策出台前做好性

别平等评估，有助于从源头防

范歧视妇女现象；加强对妇女

权益保护的实时监测和跟踪，

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保障妇女合

法权益。”重庆市律师协会监事

长、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

合伙人彭静说。

现实中，一些地方在征地

拆迁时“默认”不给妇女分补偿

款，甚至在村规民约中设置不平

等规定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由此

出现许多矛盾纠纷。

修订草案作出回应：村民

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

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

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

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修订草案还将侵害妇女享

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

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

宅基地使用权益纳入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的范围。

长期从事基层妇女工作的

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妇联主席李晓颖认为，修订草

案针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老

大难”问题拿出切实的解决方

案，体现了国家对农村妇女权益

保障问题的高度重视。

进一步阐释“歧视妇女”含义

除特殊专业外，招生不得拒绝女性或
提高女生录取分数

用工单位要尊重女性工作权与生育权

保障农村妇女享有土地权益

加强对女性人身安全和人格权益保护

看点二

看点三

看点四

看点五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仍处于高位运行，新

型变异株不断出现，我国持

续面临较大的疫情输入压

力。2022年元旦和春节（以

下简称“两节”）期间，境外回

国人员增多，境内人员流动

性增加，疫情输入和传播风

险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为做好“两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制定了《2022年

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两节”期

间，返乡和外出的居民应注

意什么？个人应做好哪些防

护措施？健康码“变黄”对出

行有何影响？相关专家进行

权威解答。

出行前，如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应暂时中止出

行计划，避免旅途劳累症状加重，并及时就医，待康复后再安

排出行。旅途中做好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还能出行吗？

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对口岸接触入境人员、物品、

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以及集中隔离场所、定点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进口冷链食品加工企业等的高风险岗位人员登

记造册，工作期间严格落实规范防护、闭环管理、高频次核酸

检测等措施。

“两节”期间，高风险岗位人员应尽量避免出行，确需出

行应向所在单位报备，满足脱离工作岗位14天以上、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条件。旅途中做好个人防护，

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高风险岗位人员出行会受到限制吗？

健康码“黄码”人员应履行个人防控责任和义务，主动

配合当地做好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避免外出。在健康码

由“黄码”转为“绿码”且无异常症状后，可正常出行。旅途中

做好个人防护，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健康码变成“黄码”，对出行有哪些影响？

近期，部分地方发生本地疫情后，通过聚餐、婚宴、丧

事等人群聚集活动，引起疫情的快速传播和扩散。

为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两节”期间应严控庙会、大

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尽量不举办大规模人员聚

集性活动，家庭聚餐聚会等不超过10人，提倡“喜事缓办，

丧事简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尽可能缩小活动规模。

自行举办5桌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人，须向属地社区

居委会或村委会报备，落实疫情防控规定。抵边乡镇避免

举行大规模人员聚集性活动。

能否组织宴会等聚集性活动？规模是否
要有所限制？

节假日期间，公众应加强自我防护，在公共交通工具、

电梯等密闭场所以及人群聚集的室外场所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注意勤洗手，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保持1米以上的

社交距离。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和严重慢性病患者等人群，应尽量减少去人群聚

集场所。 （新华社）

个人应注意哪些防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