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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享受生育保险和津贴的限制进一步放宽。
重庆市医保局近日印发《关于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

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称，9月1日起，对参保人员申领生育
保险相关待遇，不再收取生育服务证、再生育服务证、结
婚证。

在给非婚生育女性领取生育津贴“松绑”之外，近期
亦有地方明确生育险覆盖灵活就业人员。贵州省医保局
近日发布《关于完善生育保障制度的通知》，明确10月1
日起，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同时要
求参保人生育保险待遇享受与个人婚姻情况全面脱钩。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地区对非婚女性申领生育保险
的限制已悄然放开。浙江、天津、江西等地已明确将灵活
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生育保险申领限制逐步放宽生育保险申领限制逐步放宽

“五险一金”中有一个专门的险种——生育保险，生
育保险包括生育医疗待遇及生育津贴两部分。据国家医
保局披露，2022年，全国参加生育保险2.4亿人。然而多
年来，一些女职工生育却因未婚、意外被裁等原因，被挡
在这张“保护网”外，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近几年，未婚妈妈争取生育保险的案例频频引发社
会关注，一度登上热搜。例如，2021年9月8日，深圳单身
妈妈梦梦(化名)将起诉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立案材
料寄至法院，争取自己享受生育保险相关待遇。据媒体
报道，2022年6月，在法院协调下，当事人已领取到生育
医疗和生育津贴。此前，上海等地也有相关案例。

法庭之外，改变也在发生。去年8月16日，国家卫健
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
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国家

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并提
到“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
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在第二天举行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
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针对领取生育津贴的门槛问
题回应称，社会保险法遵循权利和义务对等，只要履行了
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没有
门槛的。“可能有一些地方有提供生育服务相关材料的要
求，后续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跟踪有关情况，更好
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多地领取生育津贴不再需要结婚证多地领取生育津贴不再需要结婚证

尽管落地执行仍需一段时间，但记者注意到，目前已
有多地放开对非婚女性申领生育保险的限制，出台了例
外条款或减少了文件要求，与国家政策“接轨”。

据西安市医保局官网8月1日消息，西安市医保局、
西安市财政局7月24日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生育医疗保
障待遇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享受生育保险
或参保妇女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医疗待遇，
不受结婚登记或生育登记等其他条件限制。

湖南省株洲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7月12日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材料的通知》，明确规定
株洲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材料不再需要结婚证和准生证，
并要求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施行。

据中新网不完全统计，除了上述两地外，广东、上海，
以及江苏徐州、山东威海等地也已明确申领生育保险与
结婚登记脱钩。

多地灵活就业者纳入生育险保障范围多地灵活就业者纳入生育险保障范围

此前，相较于在职职工，灵活就业人员不在生育保险
法定覆盖范围，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而随着
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女性群体规模扩大，关
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引发关注。

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去年8月16日印发的《指导意
见》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2022年6月30日，浙江省医保局和财政厅联合印发
《关于助力“浙有善育”促进优生优育工作的通知》，明确
以在职职工身份参加杭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无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
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此后，多地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保险的限制进一
步放宽。目前，除贵州外，天津、上海、江西等地也明确将
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本报综合消息

出地铁口时，钟女士感觉背后有点
异样，腿被碰了一下。她一回头，看到
令人震惊的一幕——有人正拿着手机
摄像头拍摄自己的裙底，手还不停地点
击屏幕。

这是今年 5 月发生在重庆的一幕。
钟女士使出全力将那人摁倒在地，但很
快被他挣脱，等她回过神来，那人已经
跑得不见踪影。钟女士向记者回忆：当
时去查看地铁监控发现，在乘坐三段扶
梯时，那人一直紧跟在她身后。

有此遭遇的何止钟女士一人。近
年来，在地铁、厕所、酒店房间乃至居民
家中，偷拍事件时有发生，一直是公众
热议的话题。

面对偷拍，人们该如何维权？又该
怎么打击治理偷拍行为？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偷拍事件屡屡发生偷拍事件屡屡发生 给受害者留下阴影给受害者留下阴影

近日，在北京地铁 6 号线东夏园
站，黑衣男子小赵见白衣男子徐某偷
拍，果断出手，一把将其摁倒。在此过
程中，为销毁证据，徐某掰断了自己的
手机。后经警方讯问，徐某承认自己偷
拍女子，且之前在乘坐公交、地铁时也
有偷拍行为。因侵犯隐私，徐某被警方
拘留。

记者梳理近年来曝光的偷拍案事
件发现，地铁、公交等人流密集处，已成
为偷拍的高发地。

前不久，江苏的张女士在铁路客运
站乘坐扶梯时，经儿子提醒发现有人偷
拍自己裙底。调取监控显示：男子有向
裙底伸手的动作。民警调查发现，其手
机内有大量在不同地点偷拍他人隐私
的视频、照片。面对证据，男子不得不
承认偷拍，最终被行拘5日。

多名在公共场所被偷拍的受害者
告诉记者，偷拍给自己留下了不小的心
理阴影。一名受访者称，自己在被偷拍
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坐地铁，甚至在人
多的地方也会莫名冒冷汗，“旁人一举
手机我就害怕，总感觉有人在偷拍”。

不仅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一些
私密场所如旅馆房间、厕所，甚至家中
卧室也屡屡发生偷拍事件，令人防不胜
防，头皮发麻。

天津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前段时间
她入住一家酒店，关灯休息时发现电视
机下方的电源插座那里有个小红点一
闪一闪，仔细检查发现里面有个摄像头
正在工作。这事成了李女士的一块“心
病”，从此以后住酒店，她都会里里外外
认真地检查一遍。

一些酒店房间有摄像头，似乎已不
是新鲜事。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刘先生
回忆说，今年年初他入住一家酒店，连
接房间 WiFi 时，用检测 App 检测发现，
该WiFi 上竟然有多个设备连接。刘先
生找来酒店工作人员检查，最终在机顶

盒中发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还有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突然从

相邻厕所的底部缝隙伸出一个摄像
头。前不久，湖南长沙的张女士在办公
楼一楼洗手间上厕所时就遇到了这样
的事，她惊慌大喊，那人立即将手机缩
回，离开了洗手间。

之后，张女士在同事陪同下报了
警，并前往办公楼监控室查看监控，通
过监控找到了涉事男子。但警方上门
时，男子手机里的证据已经被删除干
净。

偷拍行为严重侵权偷拍行为严重侵权 固定证据依法维权固定证据依法维权

偷拍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盈
科（常州）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事
务部副主任秦可天告诉记者，偷拍行为
一般具有三个特征：非法侵犯隐私、非
正当目的以及非授权行为。按照民法
典的规定，偷拍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肖像
权和隐私权，并有进一步构成性骚扰或
寻衅滋事的可能。

“利用针孔摄像头、手机等现代电
子设备，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
摄或者录制一些私密的镜头是对他人
权利的严重侵害，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张艳霞说，未经对方同意拍摄属违法
行为，即使没有发布到网络上，也已侵
犯被拍摄者的生活安宁权以及隐私
权。若是偷拍他人的敏感、隐私部位，
则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

张艳霞说，民法典施行后，对隐私
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作出了更
为细致的规定，不再区分拍摄者的目的
是否为营利，只要未经对方同意，都是
违法行为。

那么，遭遇或怀疑被偷拍该怎么
办？有受访者提出：能否要求对方交出
手机甚至强行夺走手机删除照片？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
晓峰说，自然人即使认为对方侵犯了自
己的隐私权和肖像权，也不能要求对方
交出手机或强行夺走手机删除照片，因
为手机也是私人物品，手机内的照片也
是隐私，建议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
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或者报警处理。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敢
于维护自身权益。首先可以要求行为
人停止拍摄并删除相应的内容。如果
情节严重，可以向法院起诉，主张民事
侵权责任。如果拍摄行为已经导致社
会秩序或公共秩序混乱，公安部门可以
对偷拍者进行处理。”朱晓峰说。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饶伟认为，被偷拍者应当及时留存
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损
失的，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赔偿。

谈到处罚偷拍行为，河北省张家口
市蔚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刘东
来说，目前最大的难点就是固定证据，

偷拍者一旦删除照片，现有的技术手段
往往难以恢复。物证难以固定的同时，
人证也是一个难题，需要更多有正义感
的路人站出来作证。

“如果发现在私密场所如酒店房
间、更衣室、卧室等被偷拍，应及时报
警，保护好自身隐私，同时尽可能收
集被偷拍的证据以便后续维权。”秦
可天说。

“酒店等涉及个人隐私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应尽到管理责任，定期安排
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检查，及时排除各个
角落里的‘偷拍神器’，以确保群众的隐
私权不受侵犯。”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
网安支队民警邢鸿飞说。

完善立法加强监管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遏制偷拍器材制售遏制偷拍器材制售

如何整治偷拍乱象？成为社会关
注的一大难题。

多位受访群众提出，针对偷拍隐私
多发生在公交、地铁、酒店等场所，偷拍
证据又不太好固定的情况，应进一步加
强场所监管，在公交、地铁等地，增加警
务岗或做好对地铁工作人员的相关培
训，对偷拍行为及时发现、处置；强化酒
店的管理责任，对放任偷拍行为的酒店
进行经营限制。同时，加大对偷拍者的
惩处力度。

在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
长高艳东看来，治理偷拍乱象，需要进
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在我国司法实践
中，偷拍行为很难有相应的罪名予以刑
法上的规制和惩戒，犯罪成本低导致偷
拍行为屡屡发生。因此，他建议设立侵
犯隐私罪，严厉惩处屡教不改或引发严
重后果的偷拍者，更好地保护大众生活
安宁。

“传统保护名誉权、性关联权的罪
名，很难打击常发性的地铁、厕所等偷
拍行为。因此，在我国增设侵犯隐私
罪，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高艳东说，同
时，还应当注意刑法谦抑性，将“多次或
对多人”设定为入罪门槛，对偶尔的偷
拍行为只需要进行治安处罚，形成法律
责任的阶梯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偷拍隐私已经
形成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偷拍不仅成为
个别人的“恶趣味”，很多偷拍的视频、
照片都拿到网络空间进行分享、售卖，
遭人围观；一些偷拍设备也在网上售
卖，还有人提供改装偷拍设备的“技术
服务”。

受访专家提出，整治偷拍乱象，必
须斩断偷拍地下产业链。不仅要严惩
偷拍者，也要依法规制“围观者”。

随着科技的发展，由针孔摄像头
改装而来的各类物品，价格低廉，且呈
现“万物皆可改装”“隐蔽性好”“手机
连接远程实时观看”等特点，让防范难
度加大。

邢鸿飞说，制售偷拍设备当中蕴藏
暴利，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执法力度，
积极承担起责任，对生产、销售“偷拍
器”的厂商要严检查、严监管，从源头上
遏制“偷拍神器”的生产和销售，从而堵
住漏洞。执法部门要从严执法，依法加
大对非法生产销售偷拍器材行为的打
击力度。

针对偷拍视频、照片网络售卖的情
况，专家提出，不仅要依法打击这一行
为，相关网络平台也要积极履行主体义
务，加强监管，设置敏感词系统，及时发
现并关闭涉及此类内容的社交群或论
坛，发现违法现象及时报警处理，共同
净化网络空间。

邢鸿飞还提出：“对于偷拍消费端
和需求端的人群也应该加大打击和处
罚力度，比如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
群体，也要增加他们的围观‘成本’，采
取录入相关‘黑名单’、限制上网等方
式，让需求方也得到一定惩处。”

本报综合消息

多地放宽申领生育保险限制
肆无忌惮的偷拍该如何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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