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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实习生 李佳彦

在写字楼、商场、学校等公共区域，保

洁员负责维护环境的整洁，他们日均工作

时间较长、体力劳动强度较大，“小憩片刻”

的机会与空间格外珍贵。

今年春天，杭州某高校在校生孔妮拍

下一张照片，画面里是教学楼洗手间的一

处隔间，狭小的空间里摆着一把椅子，挂着

衣裳，光线昏暗——那是学校一名保洁员

休息的地方。

孔妮把这张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呼

吁重视保洁员群体的休息环境。很多网友

看到后，试着参与讨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北京、上海等

地多名保洁员工作场地，听他们谈到休息

区域时，大多会用“不舒服”“不会被人看

见”等表述。也有些用工单位为保洁员开设

了相对合适的小憩场所。

我国劳动法赋予劳动者休息权，但因

为保洁员用工方式复杂等因素，他们想找

地方“睡个午觉”的诉求，并不容易实现。

不想被赶来赶去

在广州天河中心一栋 52 层的写字楼

里，为了睡个午觉，保洁员李洁带着她的铺

盖辗转多个角落。物业公司提供的休息室

在负 4 层的地下车库，闷热、不透气。她要

和 20多名同事挤在约 20平方米的空间里。

有人抽烟，休息室的烟味久久散不去，李洁

决定换个地方午睡。

消防通道不太适合——李洁记得，一

名保洁员曾在楼梯上坐了一会儿，被物业

公司发现，扣了 50 元。写字楼里有两间办

公室没租出去，她有时能在转角的过道铺

报纸睡觉——但要躲开物业公司的巡视，

只能偶尔睡一睡。

最后，李洁选了水井房——为建筑维

修需求而设置的小空间，没灯光，在里面能

清晰听到电梯每一次运行的声音；头顶上

是数条管道，每逢下雨天，水管发出“叮叮

当当”的声响。因为太闷热，她总要给门留

条小缝隙用来通风。

水井房的好处是，只有李洁和搭档两

个人待着，相对私密。她一度对自己发现

的“休息室”很满意，直到几个月后，物业

公司不再允许她们睡在这里，还给水井房

上了锁。

李洁说，在大楼里，40 多个保洁员找

地方休息，都默认“先占先得”的规则。她希

望，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能不再被

“（往）这里赶，（往）那里赶”。

她在楼里做了 6年保洁员，每天早上 7
点上班，要赶在大楼其他工作人员到岗前，

完成所有清洁工作。她和搭档推着工具车

到所负责的办公区域，一个人洗茶具、扫

地、拖地、清理卫生间，另一个人擦桌子、擦

柜子、倒垃圾。

北京一栋写字楼的保洁员在洗手间旁

的杂物间休息，杂物间能看见裸露的管道，

下水道堵塞时会散发臭味，每当有人在旁

边使用马桶后冲水，杂物间的抽水箱会轰

鸣作响，“戴耳塞也没用”。

作家张小满的母亲在深圳的写字楼、

商场、政府大楼当过保洁员。她把母亲的工

作经历写成《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

张小满描述，她的母亲曾在水管房休

息过，用水高峰期，水管发出的声音像绿皮

火车开过，又像暴雨时洪水撞击岩石。此

外，她母亲还曾在不见阳光的楼梯间、消防

通道休息。

一名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的保洁员

说，她以前有固定的房间休息，后来单位招

的员工多了，房间紧张，就在茶水间放了一

把凳子供她休息。茶水间常有人出入，有时

她正歇着，见到人，会不自觉地站起来。“不

能让人家觉得我总在坐着，总在休息，不干

活也要站着。”

何芳在北京一所高校当保洁员，她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自己曾站着、靠

在墙上喘口气，也曾偷偷在教室走廊尽头

的消防设备箱上坐过一两分钟。如果想多

休息一会儿，她就趁着周围没人，坐在楼

梯间，“没有固定的地点，只要周围没学生

就行”。

活儿是干不完的

想在工作时间与保洁员交流，是件困

难的事。不久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

何芳的工作地点，她负责的教学楼有 4层，

要打扫近 40间教室、16个洗手间以及教学

楼附近的绿化区域和道路。

打扫洗手间的过程是，先用马桶刷刷

掉蹲便器上的污迹，再用扫把扫掉地面上

的垃圾，最后用拖把拖一遍地板，要让 16
个洗手间几乎同时保持干净，何芳要全力

投入工作。手机响了几次，她顾不上接。

她每天早上 6点到教室，赶在 8点学生

上课前完成清洁，然后每隔一小时巡视打

扫一遍公共区域。等 12 点学生下课后，她

要擦一遍黑板，打扫教室和走廊里的垃圾，

中午只有约 20分钟能休息，就是打个盹。

下午和晚上，她重复这些工作，直到晚

上 9点，学生下课，何芳最后一次清洁教室和

卫生间，晚上 10点左右回到宿舍。她说双脚、

小腿、腰部总会隐隐作痛，常常要换好几个

姿势才能入睡，“怕睡不够，但又睡不着”。

张小满的书里提到，“保洁员是商场的

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

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

剥夺而实现的”。一名网友评论，“保洁员的

工作必须是隐形的，必须要在（顾客）视野

盲区内完成工作，让人有种世界本就如此

干净的错觉”。

“工作完不能乱跑，要去人看不见的地

方。”李洁说，有一次，她的折叠床和被子放

在休息室里，物业领导注意到，觉得不雅

观，要求她们午休后把床和被子收起来，她

只好把东西收到垃圾间、工具间。

她被主管提醒，不能使用办公区域的

茶水间和洗手间，要去距离清洁责任区较

远的物业管理处喝水、上厕所。李洁说，她

其实也不愿意使用办公区域的公共设施，

怕被人瞧不起，认为她不专业。“到时候客

户投诉，保洁明明是来搞卫生的，却用客户

的洗手间，还打水喝。”

另一名保洁员也表示，公司要求他们

不要过多和客户交流，把清洁工作做完就

离开，如果被投诉，会受到处罚。

张小满说，她母亲工作过的写字楼配

备了清洁室，却不允许保洁员在清洁室里

休息，也不可以在公共空间休息，被发现要

罚钱。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研

一学生李天调研发现，保洁员并不像学生

一样，上 45分钟课就有 10分钟休息时间，

而是有活儿就得做，“活儿是永远都做不完

的”，因此，她认为保洁员缺乏正当而相对

规律的休息时间。

她曾围绕“社会媒体与老龄群体”主

题，访谈保洁员群体。李天说，有访谈对象

告诉她，工作群里，领导每半小时会发消

息，要求到指定点位打卡，打完卡再继续进

入下一个工作周期。

李天发现，保洁主管的管理方式因人

而异，有要求半小时拍照汇报的，也有不

强制要求的。她分析，“保洁阿姨的工作缺

乏统一标准”，也就很难有完善明晰的休

息规定。

在上海一座高端商场，每当一个人使

用完卫生间，保洁员会马上拿拖把进去清

洁，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被问到与休息有

关的话题，她提高音量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说：“休息？我不休息的！”

“有休息室”是公司招聘
的优势条件

记者了解到，一些单位招聘保洁员，会

将“有休息室”作为优势条件。

比如，有写字楼的招聘启事写道，早七

晚九，午餐、晚餐各有一个小时时间，中间

可以在清洁间坐凳子休息。北京市昌平区

一所学校招保洁员，待遇是“早七晚五，中

间休息两个小时，有休息室”。

一家保洁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说，公司腾出写字楼的空置房

间，让十几名保洁员拥有约 100 平方米的

休息室。原先写字楼已配备空调、餐桌、椅

子、充电插座，保洁公司另外为每一名保洁

员添置了单人折叠床。

“（早上）7 点上班的话，要起早，中午

休息不好的话，影响（保洁员）下午的精神

状态。”该工作人员回忆，承接项目时，公司

要求提供休息室，得到物业和写字楼入驻

企业的支持，“他们（保洁员）也会互相打听

公司的待遇、工作环境”。

该工作人员认为，好的休息室有助于

保洁员队伍稳定。在招聘时，她计划招 5位
保洁员，一般有 20 多位求职者，她的筛选

标准是“手要勤快，眼睛里要有活儿”。

张小满在书里写到母亲求职的困境：

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她

母亲不太会用，尤其不会用导航软件；母亲

不能长时间站或坐，只能放弃服务行业的

岗位。最后，一家人决定，母亲不太认字、不

会普通话、不会骑单车，适合找能够按时上

下班的保洁工作。

张小满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保

洁员以到城市务工的农村中老年女性为

主，流动性大，是社会组织难以介入的原

因之一。“他们没有融入城市体系。”张小

满说，即便被拖欠工资，这个群体也更倾

向于通过集体堵主管、撒泼打滚等方式讨

薪，而不是求助法律或公益组织。

她认为，大城市给了这群人机会，如

果回到县城或农村，她们更难找到工作。

李洁所在的写字楼里有一名男性保洁

员，他独身一人来广州打工，不愿意租房，

晚上就睡在写字楼负 4层的休息室里。

“他们大多数人是很勇敢的。”张小满

在农村长大，发现和母亲同龄的同乡大多

在老家带孙辈，只有少数人走进城市找工

作，能出来的人“主观能动性都很强”。

改变正在发生

北京市致诚数字法治研究与服务中心

研究员罗仪涵也关注保洁员休息室的问

题，她去河南、北京的 3 家商场调研，发现

不同公共区域的保洁员工作状态不同：越

高端的商场，对卫生要求越高，保洁员的工

作强度越大，“高端商场对卫生的要求高到

让保洁员很难离开洗手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

动者享有休息休假和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

护的权利。罗仪涵说，从狭义上看，劳动法

规定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实践中，保洁员和作为用人单位的商场、写

字楼等往往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合适的

请求权基础去要求商场、写字楼保障保洁

员拥有休息室的权利。

而且，即便保洁员和商场签订劳动合

同，劳动法等法律规定不会细致到明确有

休息室的权利——这是法律留给实践的

空间。

罗仪涵分析，保洁员大多和保洁公司

签署用工协议，而保洁公司往往受雇于物

业公司，物业公司又是商场的乙方。如果

一个保洁员想争取休息室，只能一层一层

向上反馈。但保洁员直接接触的保洁公

司，在这种关系架构中是乙方的乙方，话语

权不高。

“在新就业形态的大环境下，层层外包

的工作会遇到这类问题。”罗仪涵说。

李洁回忆，有一次，她在过道休息被物

业公司赶，保洁公司的主管帮她说过话，还

帮她争取过涨薪。

张小满说，保洁公司被认为服务不佳，

很容易被换掉。她母亲工作过的商场，管理

处设立了由年轻人组成的监督大队，负责

寻找保洁员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她认为，保

洁员的职场困境是很多职业的共性问题。

一个好的案例可能是，张小满母亲曾

在某地政府办公大楼工作，能在三四平方

米的工具房里放上凳子，趴着睡，更重要的

是“她可以光明正大坐在工具房里，不用躲

着任何人”。

罗仪涵说，对这类法律空白的问题，

网络的关注和呼吁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

从而推进实践中相关群体的待遇改善和

法律的进步。此前，在舆论广泛关注

下，多地外卖员有了休息驿站和相对完

善的人身保险。

在河南一家知名商场，罗仪涵调研发

现，保洁员虽然没有实体的休息室，但工

资相对高，工作时长不长，累了可以随时

找地方坐，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很高。她

期待，“这类实践先行，法律推动更多人

动起来”。

北京林业大学大三学生佘欣桐在名为

“北林即时办”的学校网络平台上撰写了一

条建议，呼吁为保洁人员设置“保洁室”。北

京林业大学回复佘欣桐，学校“已有四栋楼

设置了保洁休息室”。这名学生觉得，这是

一个好的起点。

截至今年 4月，上海市闵行区有 270多
所户外公厕就近配齐了保洁员休息室。上

海市闵行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工会主

席王莉芳对媒体说，新建公厕保证有保洁

员休息室，而老旧的公厕会重新布局，规划

保洁员休息室。

2024 年秋天，何芳拥有了一间休息

室——学校领导视察时，发现这名保洁员

把水杯放在饮水机顶上，连放个人物品的

地方都没有，于是在教学楼一楼走廊尽头

为保洁员隔出了一处两三平方米的小房

间，挂上了“保洁休息室”的牌子。

“非常开心！”何芳认为，学校为保洁员

修休息室，是校领导对保洁员的关心。她再

也不需要四处辗转找一个歇脚的地方了。

（应受访者要求，李洁、何芳、李天为化名）

给保洁员找个地方休息，难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过去 16 年来给家里蒸的馒头、烙的

饼，或许能换成钱。马小莉是在打离婚官司

的法庭上明白这一点的。

自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正式施行，俗称“家务劳动补偿条款”的第

1088 条随之生效——夫妻一方因抚育子

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

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扬州大学法学研究生陈学珍在她

2024年的论文中做了一项统计——将“家

务劳动”设置为关键词，从“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筛选出 241份样本案件，有 8项法院

全部支持补偿请求，101 项部分支持，127
项不支持，5 项未作出回应——总体上法

院对家务劳动补偿的支持率为 45%。

一些法院乐于对本院第一起家务劳动

补偿案件进行宣传，却容易招致嘲讽与批

评。有法院为全职妈妈 10年的家务付出作

出补偿两万元的判决，网民们一算，发现每

天不到 6元。

陈学珍梳理发现，实践中主要的法

律争议围绕着两个问题：如何证明一方

在家务劳动中承担了更多责任？补偿金额

如何确定？

2024 年 3 月，36 岁的马小莉因夫妻感

情破裂，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城垦区人

民法院起诉离婚，审理该案的是综合审判

庭的副庭长冶文贵。当时该院尚未有过家

务劳动补偿相关的判决。

如果不是律师提起，马小莉也不懂。

冶文贵经手过上百件离婚案，大约只有 4
成的当事人会聘请律师。“以前的大部分

人都不知道有 （家务劳动补偿） 这样的

规定，大部分案件也没有提到这部分内

容，我们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进行审理。”

2022年，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人民法

院第一例家务劳动补偿案就是在庭审中

“听”出来的。法官王雪鹰记得，该案当事人

结婚 21 年，双方都没有聘请律师，女方刘

某是农村妇女，说的都是一些“很实在的

话”，比如“我在家里给你看孩子”“洗洗涮

涮缝缝补补”等。王雪鹰说：“我们敏感地认

识到这是民法典规定的 1088 条所涉及的

问题，就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

法官冶文贵见过马小莉五六次，她瘦

高，总是戴着鸭舌帽，一说到家事就“哭哭

啼啼”。直到要为离婚打官司时，她才发现

几乎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可分，丈夫以开旅

游营运车辆为生，但收入大多归公公所有。

在过往的生活中，马小莉总是忙着在

厨房里揉面。馒头 3 天蒸一次，一锅约 12
个；饼两天烙一次。新疆人喜好面食，中午

要吃手擀面，晚上要吃饼。哪怕她下午要出

门，也得先做好晚饭再走。

比起用那台不灵光的半自动洗衣机洗

一家六口的衣服，或是把三个卧室、两个卫

生间，还有电视和冰箱每天都擦一遍，马小

莉觉得，最麻烦的还是做饭。

日复一日，她做的每顿饭都是家务劳

动的证据，但洗完碗，证据又消失。或是洗

好衣服挂满阳台，证据产生；晾干了收起

来，证据又消失。

夫妻不是边取证边过日子的，这是许

多案件中法院不支持补偿请求的一个原

因——证明“承担较多义务”存在困难。法

官们坐在审判席上，千家万户厨房隔间里

的琐事则关在家门内。

“从法官的专业角度分析，也是不好取

证的。”冶文贵说，除非是一方长期不在家

住，排除其付出，接下来的付出就是另一方

的了。

陈学珍在她的研究中筛选了能够反映

出家庭分工模式的 155 例案件，发现仅有

约 11%的家庭是一方外出工作，一方全职

照顾家务；大多数是双职工家庭，但一方在

工作的同时还需承担更多家庭义务。

“在离婚时，由于情况一的分工较为明

确，判断承担更多家务的一方相对容易，而

情况二中由于双方均工作且家务分配不明

确，争议较多，难以判定。”陈学珍在论文中

写道。

这得到了实践的印证。王雪鹰说：“农

村的情况和城镇不大一样，城镇的双方都

有工作，可能回家谁有空谁做饭，所以像我

们县城离婚案的家务劳动补偿，我们就很

少考虑。”

举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一方的

家务付出能够得到另一方的认可。马小莉

离婚案开庭当天，冶文贵记得，尽管男方的

代理人称“该笔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但在庭审发问环节，男方对于女方在

照顾老人、抚养孩子、操持家务方面的付

出，“基本都是认可的”。

陈学珍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法院支持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的情形多出现在双方当

事人已达成某种协议。

“如果男方不认可，法官也会依职权去

社区取证，做社会调查。”冶文贵说，查证需

要技巧和方法，“如果男方否认女方的付

出，我们也可以进行反问：女方的收入是什

么？女方天天外出了吗？女方在干什么？”

在审理本院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家

务劳动补偿案时，王雪鹰走访了当事人所

在的村庄。“左邻右舍都说这个女的对家庭

确实付出很多，男的不顾家，好吃懒做，喜

欢喝酒。”他说。

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把举证的责任交

给另一方，即由补偿者证明家务劳动付出

者没有进行较多的家务劳动，如果不能证

明，则推定家务劳动付出者应该获得补偿。

冶文贵介绍，以校园侵害案件为例，学校就

需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各种法律义务，

才能免于承担相关的侵权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举证责任要按照法律

规定分配。“如果分配错误，可能整个案件

就翻了。明明不是他的举证责任，要分给

他，他肯定是举不出来的，所以这方面是非

常谨慎的。一般情况下是谁主张谁举证，但

是也有例外情形。”冶文贵说，“我个人认

为，法官如果能够认定女方确实在家庭中

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基本上不可能完成自

己的举证责任，例如没有话语权、没有经济

收入、家庭地位低，或者男方相当强势、伴

有家庭暴力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

考虑把部分举证责任倾斜分配给男方，让

男方去证明自己（做了家务），如果证明不

出来，说明你没有干。”

家务劳动者证明了自己的付出，接下

来的问题是，该补偿多少钱？

在律师的帮助下，马小莉根据丈夫一

家的财产状况，提出了 20 万元的补偿请

求。考虑到男方名下仅有 1万多元存款，冶

文贵认为女方申请数额偏高。

至于补偿多少是合适的，冶文贵前前后

后考虑了半个月，判决书修改了几稿。考虑

到婚姻存续时间和女方付出的劳动，他想过

判决 10万元的方案。但由于男方和其父的

财产高度混同、无法区分，个人的工作和收

入不稳定，还要抚养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于

是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判决补偿 5万元。

“从公众的理解来说，法院竟然判 5
万元，加减乘除是怎么算的？”冶文贵说，

“实际上这没有一个确切的计算公式，里面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考量，它并不是一道数

学应用题。我不倾向于使用所谓的公式，法

官和医生一样，病人千奇百怪，每个案件也

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没办法用一个统一

的计算方式得出一个数字。”

在陈学珍统计的 241 份案件中，补偿

金额从 3000元至 30万元不等，其中补偿 1
万元至 5万元的案件最多，其次是 3000元
至 1万元。

在办案过程中，王雪鹰会尽量搜索相

同类型、相同情形的案件作为参考，避免出

现补偿金额忽高忽低、过于悬殊的判决。

全国第一起家务劳动补偿案由北京市

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补偿金额为 5万元。

该案法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笔钱更多

的意义在于实现离婚的自由。在大连市普

兰店区人民法院 2023 年审理的一起离婚

案中，女方表示不同意离婚的理由之一就

是“因为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离婚之

后就无法生活了”。

“这是一个补偿，而不是赔偿。赔偿的

数额是有标准的，意味着你有过错，你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家务补偿是为了体现

在家庭事务中的劳动价值，但这个价值和

保姆清洁工又不一样，因为付出劳动的一

方，本身也是这项劳动成果的享受者。”房

山案法官曾对媒体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孙若军曾在

论文中提到：“简单地将妻子离婚后谋生能

力下降和生活水平降低均归咎于家务劳

动，忽略夫妻个体之间自然的和社会的原

因形成的差异，过度依赖离婚救济制度提

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将女性就业能力低、就

业难归结于家务劳动进而全部由婚姻负担

的救济理念，不仅会引发夫妻间的情绪对

立，而且也不利于男女平等的全面实现。”

眼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

中，针对家务劳动补偿金额的讨论，大约可

以分为公式计算派和自由裁量派。

有学者认为，当前最常用和最实用

的家务劳动估值方法是综合性替代成本

法，其公式为：无酬家务劳动人均经济价

值=不同省份每人每年从事无酬家务劳动

的小时数×不同省份市场上家政服务员的工

资率。还有学者提出，用地区家政服务人员

的平均工资与婚姻持续时间相乘来计算。

“我不会考虑这种方法。”冶文贵介绍，

当地雇佣全职保姆的薪资在 6000元左右，

“如果按这个方法，这 16 年的费用是相当

高的”。冶文贵说，“一个家庭不能单单拿钱

去衡量，它里面还有感情，还有作为妻子、

作为丈夫的责任，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

的义务”。

黑龙江大学教授王歌雅同样认为，家

务劳动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报酬来计算，

毕竟其中有情感和精神的投入。她提出的

补偿方法为：家务贡献补偿=(夫妻双方的

年收入差÷2)×婚姻关系存续年限。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法官吴双也

不赞成这种算法：如果男方在外面做生意

赔了钱，或者从事收入不稳定的工作，都不

便于计算。

也有人提出，应当考虑按照家务劳动

者因照顾家庭而放弃的个人发展机会，例

如计算外出工作本应获得的报酬。

马小莉在生下二女儿后，曾在奶茶店

工作了半年，月薪 4000多元。“那段时间孩

子总是生病，他们老说我挣得不多，还没时

间管家，我就回来了。”马小莉说，如果她干

满一年，就可以拿营业额的提成，工资能有

6000多元。

王雪鹰在作出补偿 3 万元的判决时，

考虑了当年当地的人均收入。在全省、全市

和全县的数据中，王雪鹰参考的是县里的

人均收入。“比较低。”他说，“主要是考虑到

男方的收入不稳定，加上他平时也会给家

里钱。他是开铲车的，有活儿的时候一个月

挣 1万多元，没有受雇的时候就休息，当时

是新冠疫情时期，出去干活的时间并不

多。”如果做出金额过高的判决，“明明知道

他支付不了，这样判了之后会引起更大的

矛盾”。

“尽管案件情形复杂多变、无法采用单

一标准来规范所有情况下的补偿金额确定

方式，但通过制定一套较为统一且合理的

标准参考因素列表无疑可以大幅降低关于

金额确定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数量和强度。”

陈学珍认为，在未来执行家务劳动补偿制

度时，标准不明可能导致家庭成员间过于

计较谁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从而影响到

家庭和谐与稳定。

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

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

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

素，确定补偿数额。

王雪鹰认为，通过大量案例的归纳，整

理出可能涉及的因素作为参照系，是一个

可行的办法。“相当于一个公式中的几种变

量，至于这个变量怎么取值，是 50%还是

70%的贡献，还是由法官来定。”这种方法

中和了法官过于自由裁量和计算公式过于

死板的矛盾。

法官吴双倾向于在庭审中试探性提

问，了解双方对补偿金额的期待和接受程

度，并结合当地生活水平标准，进行自由裁

量。“审判和诉讼的目的，是尽可能达到公

平和服判息诉的社会效果。”他说。

马小莉最终对 5万元的补偿金额大体

满意。“多少还是有点钱，也能给我救个

急。”现在她和朋友合伙经营一家早餐店，

早晨 5点半就起床干活。“新疆的早餐特别

丰富。”她说，有包子、各种饼子、凉菜、炒

菜、奶茶、豆浆、粥……每天都忙，和之前在

家一样忙，但又是不一样的忙。

（应受访者要求，马小莉为化名）

家要散，家务劳动这笔账怎么算

①5月 1日，甘肃酒泉，保洁人员在敦煌市鸣沙

山月牙泉景区工作。

②5月 1日，西安北至武威东D2719次列车，保

洁员正在打扫车厢。

③4月 29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湖北武

汉长江中心小区里，保洁阿姨在专用休息室参加物

业举办的茶话会。 本文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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