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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年，协作者在99公益众筹日发起“打工母亲健康之路”公益项目，为北京、南京两地打工

母亲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并结合体检服务进行了打工母亲的健康状况调查，最终形成了《打工

母亲健康状况调查报告》，这是国内少有的专门针对打工母亲的健康调查报告，报告旨在展现打工

母亲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创新打工母亲健康领域的公益服务提供借鉴。 

本次研究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医院出具体检报告等方式，获得了比较详实的打工

母亲健康状况的定量和定性资料。 

研究显示，超过1/3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近1/3的打工母亲认为自身情绪状况不

佳，而近1/2的打工母亲表示，在过去一个月中，身体健康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其他活动。 

医院体检数据显示，打工母亲身体异常主要为血脂异常（22.28%）、脂肪肝（20.12%）、肝功异

常（9.31%）、心脏异常（9.71%）、空腹血糖升高（6.21%）。这些健康问题的长期存在将导致糖尿病、

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患，引发人体各大系统疾病发生。多数打工母亲患有一项或多项

妇科疾病，其中常见的是乳腺疾病。若患有乳腺、宫颈、阴道等方面的疾病得不到早期诊断和早期

治疗，则易于导致迁延不愈，甚至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体检数据也显示，个别打工母亲体检结果

显示肿瘤标志物异常，有可能存在重大疾病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诊。 

报告发现，打工母亲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文化程度局限了打工母亲的健康维

护意识和认知，打工母亲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87.2%）；（2）不利的居住条件对打工母亲

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打工母亲的居住环境糟糕，夫妻与子女同住一室占67.5%，三代以上

同住一室占13.2%；（3）家人支持和同事支持的缺少影响打工母亲的身心健康，分别有近20%的打

工母亲表示来自家人和同事的支持缺少导致身心压力加大；（4）低技能要求、超时工作、劳动强度

较大的职业加速打工母亲的健康折旧，导致打工母亲健康状况变差，而打工母亲多数从事这些职业。

（5）打工母亲个人与家庭月收入普遍较低，影响打工母亲选择就医和体检预防的行为，近50%的打

工母亲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研究建议，应对打工母亲健康问题，需要：（1）完善打工母亲医疗与健康福利政策：推动形

成有利的政策环境；提高卫生计生服务可及性；从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上完善医疗保险的衔接和接续；

加强对民办医疗机构的质量监管；设置医务社工或医疗权益维护协办组织，协助打工母亲维护自己

的合法就医权益；搭建打工母亲在地医疗救助体系，为经济困难的打工母亲提供医疗救助。（2）改

善打工母亲的居住环境，加强和提升打工母亲居住健康方面的意识和技能：（3）加大打工母亲工作

环境监管、改善及其倡导工作；（4）专业社会组织需介入，协助打工母亲建立和增强社会支持网络；

（5）社会组织需充分发挥资源协调、教育倡导的功能，连接相关部门、单位，为改善打工母亲工

作环境、构建健康保护系统，从专业服务组织的角度给到促进与协助建设、推动改善的作用；并对

打工母亲个人健康意识建立、健康行为培养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以弥补政府部门以宣讲为主、企

业等用人单位以要求为主的被动进行健康环境维护与建设之间的差距。 

关键词：打工母亲 健康问题 体检 福利政策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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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概述  

（一）调查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6 年农

民工总量为 28171 万人，比上年增加 424 万人，增长 1.5%。在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 34.5%。其中，

外出农民工 16934 万人，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 31.7%。
[1] 

农民工因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能，一般从事脏、累、险、差的工作，多数进入建

筑业、制造业等行业，工作环境往往与“有毒”“粉尘”“噪音”“潮湿”“高空”等这些关键词有密

切联系。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这都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
，大量的农民工处于

疾病或者亚健康状态，粗略推算，超过 30%的患病农民工未去就诊。 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经济收

入、职业压力等原因，以及自认为身强力壮，扛扛就会过去了，或者是对医疗机构缺乏信任而不去

就医。因此，农民工容易成为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群。国际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
。 

而女性农民工（也称流动女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家庭、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因为女性的生理构造比男性脆弱，更容易感染上病菌，女性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更令人

担忧，特别是作为家庭中流砥柱的打工母亲，她们的健康还影响着子女和家庭的健康发展。 

因此，协作者于2016年99公益众筹日发起“打工母亲健康之路”，通过众筹的资金支持北京、

南京两地的190余名打工母亲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并结合体检服务进行了打工母亲的健康状况

调查，最终形成了《打工母亲健康状况调查报告》，这也是国内少有的专门针对打工母亲的健康调

查报告。 

（二）调查方法与局限  
本次研究由协作者发起，在2016年10月，通过文献研究法，协作者对近5年有关打工母亲健康

状况的研究进行了文献分析，并结合十几年服务中了解的打工母亲实际情况，设计了打工母亲健康

状况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在2016年11月至4月期间，在南京和北京两个地区，对参与打工母亲健

康体检的打工母亲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选取其中的10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查收集到151份有效的问卷数据、10份深入访谈的个案资料，以及包含196名打工母亲体检数

据的北京、南京两地体检医院出具的打工母亲团体体检统计报告。调查分析采用定量数据与定性资

料验证结合的方式，定量数据来自于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资料的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医院

出具的打工母亲团体体检统计报告，定性资料来自于问卷相关开放问题、个案资料以及文献综述的

关联信息提取。 

因回收的有效的打工母亲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样本量有限，调查也仅在珠三角代表城市

南京、京津冀代表城市北京展开，本调查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局限。然而，排除区域和小样本量的局

限性，这是首份专门针对打工母亲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对于创新打工母亲健康领域的公益服务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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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工母亲的家庭情况与健康  

（一）打工母亲年龄、户籍、文化程度情况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最小年龄27岁，最大年龄74岁，平均年龄为40.78岁，标准差为8.77岁。

参与体检的打工母亲在各年龄组的分布差异不大，45岁及以上年龄组打工母亲所占比例最高

（29.8%），其次是35岁以下年龄组（26.5%），35-39岁年龄组（23.2%），40-44岁年龄组（20.5%）。 

受家庭影响，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更趋向就近就业。北京、南京两地打工母亲主要来自安

徽（31.1%）、江苏（19.3%）、河南（15.9%）、河北（9.3%）、山东（7.9%）五地。来自其他地

区的打工母亲所占比例均小于5%，其他地区包括北京、福建、甘肃、广东、贵州、黑龙江、湖北、

湖南、江西、内蒙、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及重庆。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以下为主。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高，

为45.9%，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及没上过学，即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打工母亲共占87.2%。 

图2-1 打工母亲的文化程度分布 

 

    文献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

对生殖健康的知识认知水平低，自我保护意识普遍较弱，他们对生殖健康常识和有关艾滋病知识等

的了解程度明显不如流入地常住人口
[4]
。 

（二）打工母亲家庭情况和居住环境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中，已婚同居者占91.3%，已婚分居者占2.0%，离异者占2.0%，已婚丧偶

者占4.0%，未婚母亲占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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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多数有2个以上的子女需要抚育，抚育子女的负担较重。有2个孩子

的所占比例最高，为47.7%，其次为有1个孩子的比例（23.5%），有3个孩子的比例（22.1%），有3

个以上孩子的比例（6.7%）。 

“来北京打工五六年了，现在物价太高了打不下去工了。平房拆了之后没有地方住，楼房租不

起。家里3个孩子，老大在河北上高中，老二在北京上小学，小妹之前在北京，最近送回老家去了，

因为在北京上学费用比较高。送回老家也是暂时的，现在在北京没找到工作，暂时没有收入，消费

还很高不准备在北京待着了。今年可能去保定，那边有亲戚，可能在那里定居。” 

——个案10，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啥好不好啊，吃了干，干了吃，没有开开心心地过个真正的一天。每天都感觉好闷，闷闷愁

愁的。咱的日子咋过，5个孩子得多少钱养大，加上两个老人，你说咋整啊。愁咋弄呢，你慢慢的，

愁有用吗？你就是去死还得这样一天天过呢，也得给他养大。” 

——个案11，5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有18.5%和17.3%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目前的居住环境比较糟糕和很糟糕。此外，55.6%

的打工母亲对于目前自己的居住环境表示可以接受。 

“住宿条件都不好，主要是房租便宜。300元一个月，农村房，以前的那种老屋带瓦的房顶。

一家四口住在一个房间。” 

——个案03，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租的那房子，是房东自己建的那种，泡沫板棚子里简陋的房子，我们两口子和5个孩子住一

间房。3个孩子刚回老家没多长时间，就过完年走的，以前全都在这儿。一起挤一间房，没办法。” 

——个案11，5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租的村农民房，房间是一个单间，外带一个厨房，家里没有洗浴的地方，每次洗澡都是去外

边收费的浴池洗澡，冬天一个星期洗一次，夏天的时候在家用水冲一下，之后再去澡堂大搓一下。” 

——个案12，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打工母亲目前的住宿方式主要是夫妻与子女同住一室，占67.5%，其次是三代以上同住一室，

占13.2%。近一半的被调查打工母亲主要是住宿在租用农村房中（49.7%），其次是租用小区居民房

（34.4%），住宿单位宿舍（6%），工地现场/工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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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打工母亲的住宿方式 

 

文献研究也表明，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等方

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从居住状态来看，流动女工与城市当地居民之间的居住处于隔离状态，大部

分流动女工的聚居区位于生活成本较低、人口管理相对松散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不利的居住

条件对流动女工的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大量研究证实，住房拥挤、 通风不良、潮湿阴暗、噪声

污染等不合格的居住条件与呼吸道传染病、慢性病、心理疾病等发病率密切相关
[5]
。有调查发现，

大量流入的流动女工由于拥挤嘈杂的就寝环境而有失眠以及情绪低落等症状
[6]
。 

（三）打工母亲的家庭支持情况  
多数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得到家人对其工作的关心和帮助，近1/5的打工母亲表示缺少

来自家庭的支持。对于“家人能够给予工作上的关心和帮助”这一说法，打工母亲认为基本符合

的占52.2%，认为完全符合情况的占16.9%。 

图2-3 对家人能够给予工作上的关心和帮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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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一天到晚忙他的，也没有闲心关心我。现在就是有时候沟通不了，会打架，他两句不讲

就要动手。其实，我需要一点理解就可以了。” 

——个案03，2个孩子的打工母亲 

“家里的关心指望不上，孩子和丈夫都需要我的关心，老家的父母太远也照顾上我。一般都是

自给自足，自己照顾好自己。丈夫本来累的不行，如果再给他提出这种要求感觉有些太过分了。” 

——个案10，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受男权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很多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从属角色。被调查女性多数自我意识较弱，

在家庭中地位较低。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自我关注度，也进一步影响了女性对待自身健

康的态度
[7]
。大多数女性将丈夫和子女的健康置于自己健康之上，谭深在调研中接触到一个案例:

一名遭受工伤的打工母亲宁愿放弃治疗，希望工厂将这笔医疗费用留给自己的儿子。 

无论是传统的性文化还是性别观念，都说明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男女的不平等。妇女

在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 这种在经济地位和文化领域的弱势地位使

得女性依附于男性，缺乏自主的生殖健康权力，无法控制自身的生育生殖行为，导致不安全流产、

感染性病、妇科疾病加重等健康问题。 

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还普遍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既要辛苦上班，又要回家照顾

家人，做家务。受精力和体力的限制，许多女性由此产生过度疲劳、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健康

问题。据调查，有61. 5%的流动女工需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
[8]
。张苏萍的研究表明，已婚、有子

女的流动女工相对于未婚、无子女的流动女工，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妻子、母亲的角色对其健

康有着更大影响
[9]
。 

三、打工母亲的工作情况与健康  

（一）打工母亲的打工生涯和职业情况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外出打工时间在5-10年的所占比例最高（27.5%），其次是10-15年（24.6%），

1-5年（22.5%），15年以上的占比19.8%。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职业比较分散，多从事低技能要求的职业。如保洁员（8.6%），服务

员（4.7%），保育员，菜农，餐饮业，洗碗工，环卫工人，钟点工，营业员，工厂员工，加油站工

作人员，收废品等。 

文献研究表明，这些工种加速其健康折旧，导致健康状况变差
[5]
。 

（二）打工母亲的个人和家庭月收入情况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个人和家庭月收入普遍较低。  



 

TEL: 010－64062702   FAX:010－84043576   E-MAIL: 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北  京  市  协  作  者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中  心  
 Beijing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Centre for Facilitators  

 
 

打工母亲个人月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占66.4%；个人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占11.8%，个

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占10.9%。因待业在家等其他情况无法衡量收入的占10.9%。 

打工母亲的家庭月收入在2000-4000元之间的所占比例最高，为55.6%，其次是4000元以上及

2000元以下。 

图3-1 打工母亲的家庭月收入情况 

 

（三）打工母亲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 

参与调查的打工母亲白天上班的占80.1%，晚上上班的占4.4%，白天和晚上轮班的占15.4%。 

打工母亲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的占比高达（59.5%）；44.2%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每

天的劳动强度较重及非常重。每天工作8-12个小时的母亲所占比例最高（39.9%），其次是每天

工作4-8小时（34.1%），近20%的打工母亲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图3-2 打工母亲每天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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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服务员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休息的两个小时我还要跑回家搞一

下家务。以前收废铁的时候也累，但那时候年轻，不感觉累。现在身体不一样了，就是不干活都累。” 

——个案03，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很累，有些房子都有100-200平米，打扫完卫生就经常累得两个肩膀疼很长时间都缓不回来。

一起工作的有个姐很照顾我，因为知道我身体不好经常帮助干很多活。” 

——个案09，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文献研究也表明，在几乎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里，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工作时间长，比较容

易流露出高度的工作焦虑，社交上较为孤立，也比较容易出现吸烟、缺少运动、体重增加，以及血

液中的高胆固醇。很多研究认为低学历女性奇特的心理压力的增加影响到了生理系统，而让这些女

性在面临较高危险的情形下，却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7]
。 

（四）打工母亲的工作环境 

近1/4的打工母亲认为工作环境糟糕。对工作环境表示可以接受的占67.4%，认为工作环境比

较糟糕和很糟糕的分别为13.8%、10.1%。 

图3-3 打工母亲对工作环境的看法 

 

“网上接单的清洁工作，碰到干净的房主就还好，碰到脏的就不好，因为每次不是固定的房主，

好说话的、不好说话的也都有。有一次客户的那个房子是刚装修过的，就让我们打扫。我当时穿的

一身黑的衣服，结果打扫完一回家全都是白的。” 

——个案04，1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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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很乱，脏还有大太阳晒着很辛苦。对于这样的工作环境我也想增加自己的技能，想

学过理发，或者花艺，还有婚礼主持，会计之类的，还想过开装修公司，想了很多没有开始。就想

在屋子里干干净净的工作。” 

——个案10，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工作环境也不算好，但能接受，满意也不是很满意，每天洗碗不太好，但是时间很充足，能

够接孩子。有时看着厨师学做一些菜，同事之间也能够相互帮助，有时有事没干完活去接孩子，同

事之间也能够相互理解。” 

——个案08，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近1/2的打工母亲能得到同事、上司的关心和帮助，1/3的打工母亲对得到同事、上司的关

心和帮助缺少信心，而17.7%的打工母亲明确表示缺少来自同事、上司的关心和帮助。 

“没有，怎么可能关心我们这些外来打工的，也没有希望，希望什么呢。” 

——个案01，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图3-4 对同事和上司能够给予关心和帮助的看法 

 

很多研究表明，工作压力、长时间加班、有害工作环境等工作状态对个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长时间的工作更是对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的精神健康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表现为紧张、焦

虑、烦躁等心理状态。而且，也有研究指出，影响流动工人（含打工母亲）健康的社会心理机制并

不是来自于收入差距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而更多来自于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以及异地生活的调适
[5]
。 

部分研究还探讨了社会支持系统对流动工人健康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工作地关系较多，意味

着外来人口（含打工母亲）对城市社会融入程度较大，因为有更多关系亲密的亲戚或朋友能够提供

实质帮助，或者提供医疗资源相关的信息，或者提供其它的方便，使得外来人口能够顺利前去就医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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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工母亲的健康自察情况  

（一）打工母亲对身体和情绪的自评状况 

超过1/3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36%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的身体情况一般；认

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好的仅占26.0%。 

“感觉年纪越大，就是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也越来越胖。肯定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生了小

孩就是腿也疼，腰也酸，感觉身体状况会有点糟糕。过年的时候老干这个活，手就木了，就是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摸着手就没感觉，是木的。” 

——个案04，1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我一直感觉我的身体不怎么好，工作那么多年，有职业病，有腰肌劳损，半个身体疼，也有

慢性疾病。” 

——个案07，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感觉身体情况一般，经常肩膀和胳膊疼，猜测是之前做小时工落下的毛病，现在也经常感觉

到疲劳，没有力气一样。在35岁之前都没有疲劳的感觉，做什么都精力充沛的，现在就不行了。” 

——个案09，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2006年来北京那四年干什么都有劲，什么毛病都没有。2012年卵巢囊肿之后，我的身体就

不好，抵抗力差，容易感冒。” 

——个案12，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图4-1 打工母亲对自身总的身体状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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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打工母亲的情绪状况比较稳定和良好；认为自身情绪状况不佳的占28.2%。 

“在家里情绪还可以，但在单位就会差一点，比如开会时领导说话有时挺让人生气的，说话不

算数。上次周六加班，领导说赶紧干，干完周日就可以休息，我听着心情还可以，有动力。但快下

班的时候，别的领导说明天继续。听这话我火就上来了。” 

——个案12，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遇到不顺的事儿就自己生气，有时候一生气，气的胃都疼，心里有时候难受，活生生的憋得

慌。” 

——个案11，5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结合访谈我们发现，不良的工作环境、工作氛围、家庭氛围和压力，也是影响打工母亲身体健

康的因素之一。 

（二）身体健康及情绪问题对打工母亲工作及活动的影响 

近1/2的打工母亲在过去一个月中，身体健康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其他活动。主要

表现为：从事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种类受限；减少了工作量或活动量，以及减少了工作或其他

活动时间。 

“去年夏天因为发眩晕症，工作上请了假，平时一般不请假。” 

——个案04，1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而情绪问题相对身体健康问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对打工母亲的影响较弱。但仍有至少30%

的打工母亲工作及其他活动受到情绪问题的影响，甚至出现超过50%的打工母亲因情绪问题

不能像平时那么专心地从事工作或活动。 

表4-2 身体健康及情绪问题对打工母亲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影响 

影响 
身体健康问题 

（是） 

情绪问题 

（是） 

减少了工作或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 46.6 32.1 

减少了工作量或活动量 46.4 37.8 

从事工作或其他活动的种类受限（身体原因） 

不能像平时那么专心地从事工作或活动（情绪原因） 
49.4 52.0 

 

“情绪不好时，会胃疼，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 

——个案02，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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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个月，身体健康或情感问题对多数打工母亲和家人、朋友、团体的正常社会活动的影

响较低，认为完全没有影响的打工母亲占比最高（43.2%），认为有轻度影响的占比37%。此外，认

为有中度和重度影响的比例共计19.8%。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影响对子女和老人的照料；影响

了家庭关系；不能安心工作，影响家庭经济收入；以及打工母亲健康不佳时家人会心生担忧。  

“上个月得了肺炎，回老家治疗。儿子也休学一个月陪着我回老家了。肺炎的时候我担心很多

事，医生给的结论飘忽不定的，说的人心里七上八下的，家里的孩子还需要照顾。我的担心很多，

住院前还想了很多，想我自己怎么会得这个病，要好好治疗，要不孩子都没有人照顾。” 

——个案10，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图4-3 过去一个月身体或情感问题 

对打工母亲与家人朋友、团体正常社会活动的影响 

 

另外，调查数据也显示，年龄对打工母亲因身体原因减少工作量或活动量以及因身体原因或情

感问题对社会活动造成影响的看法有显著影响。40岁以上的打工母亲明显意识到身体原因对工作量

或活动量的影响。而且40岁以上打工母亲认为身体或情感问题对正常社会活动有中度以上影响的比

例也显著高于40岁以下打工母亲群体。 

表4-4 年龄与打工母亲因身体原因减少工作量或活动量 

以及因身体原因或情感问题对社会活动造成影响的看法交互分析表 

 年龄（%）  

χ2
 

 

P 小于

40 岁 

40 岁及

以上 

身体原因减少工作量或

活动量 

是 34.1 60.0 5.655 0.017 

身体或情感问题对正常

社会活动的影响 

完全没有 54.1 31.9 8.758 0.033 

轻度 32.4 41.7 

中度 9.5 13.9 

重度 4.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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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工母亲近期的担忧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79.3%的打工母亲有担心忧虑的事情发生。她们最担心的事情首要是

家人健康（64.3%），其次是子女教育（55.8%），家庭收入（38.8%）、自身健康（34.9%）。 

“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啊，还有我爸妈的身体呀。” 

——个案04，1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血糖有一点高，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家人也比较害怕体检出病来，我是担心血压高，因为我

妈妈就是血压高，我害怕遗传。现在看到体检结果，心里可以接受。” 

——个案08，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最担忧孩子学习。希望孩子以后不再像他爸妈这样，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个案06，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打工母亲担心家人健康的原因主要在于健康不佳时会减少收入并增加支出；担心子女教育的原

因主要在于孩子成绩不理想，以及不能在打工所在地接受初高中教育；担心自身健康的原因主要是

怕影响工作和家庭。打工母亲操心的事情多，家庭负担重，生活压力大，这也是打工母亲身体健康

状况不良的间接影响因素。 

图4-6 过去一个月打工母亲担心忧虑的具体事情 

 

 

 



 

TEL: 010－64062702   FAX:010－84043576   E-MAIL: 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北  京  市  协  作  者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中  心  
 Beijing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Centre for Facilitators  

 
 

五、打工母亲的健康管理及保障情况  

（一）打工母亲的生病就医情况 

打工母亲身体不舒服时，多数选择非正规的就医方式。最常见的是自己到药店买药吃

（28.0%），其次是到私人诊所看病（25.3%），以及不看病，不吃药，先扛着（23.4%）。到镇/社

区医院以及市区县大医院看病的打工母亲所占比仅为23.3%，不到参与调查打工母亲的1/4。 

“头痛就在家睡一夜，小毛病就去小医院去拿药，大毛病就去大医院看病。一方面也是近，一

方面也是便宜。主要还是因为便宜。其实有时候明明知道是错误的，还是想着能省一点算一点。” 

——个案03，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吃点药就行了，哪儿也不去。你要上医院又得垫着钱，进趟医院就没有了钱。花不起，吃了

药就好了，我有那钱两个孩子吃饱了。” 

——个案11，5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64.8%的打工母亲选择看病方式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医疗费更低；其次考虑医疗距离更近

（15.2%）；考虑医疗技术水平更高（8.3%）和医疗环境更好（1.4%）的打工母亲所占比例都极低。

数据也显示，文化程度越高的打工母亲在身体不适时越愿意选择到正规大医院就诊。 

图5-1 调查对象选择看病地点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发现，经济因素是导致打工母亲是否选择就医的主要因素；其次接受教育程序的高低是

影响打工母亲选择在正规医院就医的主要因素。这两个方面，在打工母亲健康出现问题时，直接影

响其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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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工母亲的就医付费与医疗保险情况 

打工母亲看病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主要是自费，占77.2%。其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占7.4%。 

图5-2 打工母亲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调查数据也显示，58.8%的打工母亲有医疗保险。但在打工地所在城市有医疗保险的仅有

20.3%。此外，在老家有医疗保险的占37.6%。 

“有在老家购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说是能报销70%-80%。就是在外地看病没有住院，回老家

不能报；回老家不住院看病拿药都可以报，所以我婆婆生病愿意回老家看，便宜，但是家里看病技

术不太好。我们在北京没有上社保，上社保一个人要1000多，两人就要2000多。” 

——个案07，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家庭月收入对打工母亲是否拥有个人医疗保险有显著性影响，家庭月收入越高，拥有个人医疗

保险的打工母亲的比例越高。 

文献资料表明，医疗费用的飞速高涨和流动工人（含打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使得很多流动工

人望医院而却步。当流动女工生了病之后，有的人就在家硬撑着；有的人根据经验自己在药房买药

吃;还有的人在附近的便宜私人诊所看病，不去正规医院就诊。除了普通的看病就医问题外，流动

女工在遇到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的时候，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也很难得到足够的赔偿和及时的治疗
[11]

。 

另外，因户籍制度而致使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不完善，影响了流动女工的健康现状。这种影

响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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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免费的计生医疗福利政策与其他相关健康政策没有完全覆盖所有流动女工。目前针对

流动女工的医疗福利主要以已婚育流动妇女的计划生育生殖服务为主，对于患病率较高的“两癌”

(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并没有将流动女工覆盖在内。另对于缺乏技能的大龄流动女工，她们常

常从事那些非正规的、不稳定的临时性工作，因此她们无法被纳入国家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社

会救助体系之中， 国家政策保障的缺乏将她们的健康境况推向更加严峻的地步。 

2、国家行政力量对流动人口的差异性对待直接影响了企业主对流动工人（含打工母亲）合法

待遇的忽视。在潘毅的民族志研究中，工厂老板坦言道，“打工者”的身份使公司受益匪浅，“官

方不认可临时工是‘工人’，所以厂里也不用认可她们”“劳动法规在这里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

执行，即使是工会和劳动局也不会管”。正是官方行政力量的这种态度使得工厂企业主无需严格遵

守《劳动法》，为流动女工提供有利于其健康的劳动场所、医疗保险和相关健康检查服务，当工人

受到工伤向政府部门求助索要企业赔偿时，企业方也常常利用相关行政规定的漏洞进行百般刁难和

阻碍，使流动工人无法通过正常的行政渠道进行身体维权
[6]
。 

（三）打工母亲的过往体检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打工母亲过去1年以内做过体检的占30.7%，过去1-2年间做过体检的占18.9%，

在过去2年之前做过体检的占8.6%。而打工母亲从未参加过体检的所占比例最高（31.1%）。 

在参加过的体检中，因看病就诊而体检的所占比例最高（20.1%），其次是就业岗前体检（19.4%）

及餐饮等特殊行业要求的体检（14.4%）。各种体检的具体内容差别不大，主要都是常规检查，如

血常规、肝功能、胸透、妇科等。在所有调查对象中，都没有出于需要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所进

行的体检。  

表5-3 打工母亲曾做过的体检类型及体检内容 

体检类型 百分比 体检内容 

就业岗前体检 19.4 X光、血常规、妇科、心电图、 

餐饮等特殊行业要求的体检 14.4 常规体检、全身体检、验血、X光 

看病就诊体检 20.1 B超、妇科、肝胆、阑尾、全身检查 

自费定期体检身体 10.1 B超、胸透、妇科、肝功能、全身检查 

其他 49.6 从未参加过（31.1%）、公益体检（5.2%） 

 

92.1%的打工母亲认为体检有用，此外，7.9%的打工母亲认为体检没用，不需要体检。75.5%

的打工母亲认为1年以内体检一次合适，15.2%的打工母亲认为2年体检一次合适，1.4%的打工母亲

认为3年以上体检一次合适。 

“一般体检之后不去看病也是没用的。体检肯定是好的，但是体检了没钱去治也没用是不是？” 

——个案03，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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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去民营医院，那里面坑死你呢！那一次因为老来例假，就去了附近一家民营医院，大夫

检查说我宫颈有问题，花了两千多。到正规医院，医生说以后可别去那些民营医院了，都是坑人的，

最后在正规医院花了200元就好了。” 

——个案10，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大多数调查对象对这种基于了解自己健康状况而开展的体检，持有最好不参加的心

态，认为没病就说明没有必要体检；如果真查出病来反而更麻烦：“（体检一旦查出有病）看吧，

没有钱，不看吧，又查出病了来……”打工母亲的这种心态，也是该报告中非常突出的一种现象，

综合说明了打工母亲既需要体检，又害怕体检，从而反映出这一群体对体检有需要而又不能正面面

对的现实情况，从而影响打工母亲的健康状况。 

（四）打工母亲对健康信息的关注情况 

有61.5%的打工母亲关注健康方面的资讯，此外，22.3%的打工母亲不关注健康方面的资讯。值

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的打工母亲对健康资讯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初中以下者。 

打工母亲获得健康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网络及朋友。可见媒体的影响不容忽视，媒体是打

工母亲获取健康方面信息的主要途径。 

图5-4 打工母亲获得健康信息的渠道 

 

“有时间会看这方面新闻，如果知道自己身体有状况，也会上网检索相关信息。” 

——个案02，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也想关心健康信息，可是不懂分辨这些是咋回事，怎么关心，关心不了。” 

——个案11，5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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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常是很少关注健康的，工作忙也很少关注，但有时休息的时候看个电视也会关注一下。” 

——个案12，3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比较单一的健康信息来源，以及因病才关注与病情相关的健康信息的现实，使得打工母亲的健

康知识获得较少、内容较单一，也是直接影响这一群体健康状况的因素之一。 

（五）打工母亲表达的健康学习需求 

77.0%的打工母亲表示愿意参与健康方面的教育培训学习。打工母亲希望参与健康培训的内容

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分别是：孩子健康、女性健康、常见病预防与治疗、老人健康、情绪放松及

压力缓解。 

“健康培训可以多做一些，女人对妇科要重视，不只是对家里付出，还要注重自己健康。” 

——个案07，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希望多培训些孩子和女性健康的知识。” 

——个案06，2名孩子的打工母亲 

图5-5 打工母亲希望接受的健康知识和培训的内容 

 

57.4%的打工母亲希望健康培训和教育由医疗机构、公益组织或社区、学校提供，希望由媒体

和报刊杂志提供的总计占比23.7%。而在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由健康方面的医生专家来进

行健康培训，还有受访者建议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和电视来传播健康知识。 

有研究显示，我国流动女工的健康问题预防教育和服务多为零散的健康宣传、心理健康培训、

体检服务，覆盖面窄，不够系统持续。流动女工健康服务供给碎片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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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主体单独提供公共服务，各主体间缺乏联合与互助，服务供给呈现散沙状态，缺乏协调和真正

利益统一，而形成沟通与合作障碍、自我中心、各自为阵的局面，无法真正形成一个有机的团结的

整体，造成服务目标执行低效甚至失败
[8]
。这说明，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在健康问题预防教育

和服务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针对而系统性的回应，流动女工（含打工母亲）保健意识和能力弱，

无法预防和应对自身和家人健康方面的风险和压力。 

六、99 公益日体检项目反映的打工母亲健康情况  

在99公益日“打工母亲健康之路”公益体检项目中，北京协作者携手慈铭体检雍和宫中心，为

66名打工母亲开展了妇科一般检查+宫颈TCT检查、白带常规、口腔科检查、腹部彩超、女性盆腔彩

超、乳腺彩超、心电图、肝功4项、血常规等共18项免费体检的全身检查。南京协作者携手美年大

健康体检中心组织130名打工母亲开展了耳鼻喉、内外科、心电图、肝肾功能、彩超、肿瘤6项、腹

部彩超等共17项包含妇科一般检查的免费全身检查。2家医疗机构分别反馈回北京和南京地区打工

母亲体检整体数据报告。 

（一）打工母亲的基本项目健康体检情况 

    在打工母亲体检整体数据报告来看，南京北京打工母亲均有进行的基本项目体检所显示的疾病

情况比较分散，主要表现为血脂异常（22.28%）、脂肪肝（20.12%）、肝功异常（9.31%）、心脏异常

（9.71%）、空腹血糖升高（6.21%）。这些健康问题的长期存在将导致糖尿病、高血压病、心脑血管

疾病等重大疾患，这些都是人体各大系统疾病发生的重要病因，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增加了潜在的风

险。 

表6-1 南京、北京打工母亲均有进行的基本疾病体检情况 

体检项目 南京 北京 总体 体检项目 南京 北京 总体 

白细胞增多 4.35% 4.69% 4.46% 脂肪肝（轻度） 9.23% 20.31% 12.9% 

血小板降低 0.77% 1.56% 1.03% 脂肪肝（中度） 6.92% 7.81% 7.22% 

血脂异常 

（总胆固醇增高） 
3.85% 20.31% 9.37% 肝囊肿 3.08% 1.56% 2.57% 

血脂异常 

（甘油三酯增高） 
10.77% 9.38% 10.31% 空腹血糖增高 3.85% 10.94% 6.21% 

血脂异常 

（低密度脂蛋白

增高） 

0.77% 6.25% 2.6% 心电图异常 7.53% 14.06% 9.71% 

转氨酶升高 

（谷丙转氨酶

ALT） 

1.54% 7.81% 3.63% 胆囊息肉 1.54% 1.56% 1.55% 

转氨酶升高 

（谷草转氨酶
2.31% 3.13% 2.58% 胆囊结石 4.62% 3.13%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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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 

转氨酶增高 

（GGT 增高） 
3.08% 3.13% 3.1% 血尿酸升高 0.77% 6.25% 2.6% 

南京北京两地各自开展的不同的基本体检项目数据显示，打工母亲一些疾病的情况也比较突

出：如南京打工母亲慢性咽炎（56.15%）、痔疮（47.69%）、EB病毒阳性（40.77%）、血压增高（16.15%）；

北京打工母亲龋齿（48.44%）、血红蛋白减少（12.5%）。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个别的打工母亲胆和

肾部也出现了疾病状况，如胆囊息肉、胆囊结石、肌酐升高、肾盂积水、肾囊肿、肾结石等。 

北京地区体检医院出具的数据特别警示，有2名打工母亲体检结果显示肿瘤标志物异常，有可

能存在重大疾病问题，需进一步确诊。 

（二）打工母亲的女性专科项目健康体检情况 

女性因为生理构造的特殊性，对妇科健康的认识不足，缺乏对身体的保健，以及加上不良的生

活习惯，容易导致生理状况持续不佳，患上各种妇科疾病，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从南京北京两地打工母亲体检整体数据报告来看，多数打工母亲患有一项或多项妇科疾病。其

中常见的是乳腺疾病，据北京打工母亲体检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打工母亲乳腺异常的高达98.44%。

北京、南京两地打工母亲患乳腺增生（81.33%）、乳腺结节（10.33%）的相对较多。此外，北京地

区有个别打工母亲监测出患有乳腺囊肿（1.56%）和乳腺纤维瘤（1.56%）。 

表6-2 南京、北京打工母亲均有进行的女性疾病体检情况 

体检项目 南京 北京 总体 

乳腺增生 92.31% 59.38% 81.33% 

乳腺结节 8.46% 14.06% 10.33% 

液基薄层（宫颈）细胞学 

检查（TCT）阳性 
12% 18.64% 14.21% 

子宫肌瘤 11.20% 15.63% 12.68% 

卵巢囊肿 4% 6.25% 4.75% 

打工母亲生殖道患有疾病的比例也不低。TCT检测显示，14.21%的打工母亲宫颈存在病变。其

中，北京地区23.44%的打工母亲患有宫颈疾患，患有宫颈炎的有12.5%，7.81%的北京打工母亲因慢

性宫颈炎而患有宫颈肥大，4.69%的北京打工母亲因慢性宫颈炎发生病变患有宫颈囊肿。 

此外，患有子宫肌瘤1和卵巢囊肿2的打工母亲比例分别为12.68%和4.75%。 

                                                        
1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平滑肌及结蹄组织组成。常见于 30~50岁妇女，20岁以下少

见。子宫肌瘤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其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为子宫平滑肌瘤，恶性肿瘤为子宫内膜癌和子宫肉瘤。据

有关统计，30岁以上妇女约 20%有子宫肌瘤。因肌瘤多无或很少有症状，临床报道发病率远低于肌瘤真实发病

率，绝大多数子宫肌瘤是良性的。但由于子宫肌瘤倾向于多发，因此，在育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肌瘤可能逐渐

增大增多，肌瘤剔除手术后亦有可能复发。子宫肌瘤的恶变率很低，约为 0.4-0.8%。但仍需警惕恶变风险。若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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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母亲若患有乳腺、宫颈、阴道等方面的疾病得不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则易于导致迁延

不愈，甚至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北京地区体检医院出具的数据特别警示，有一名打工母亲的乳

腺彩超结果显示，其右侧乳腺囊有实性包块，可能引起重大的疾病问题，需进一步到医院确

诊。 

七、打工母亲的健康问题与服务需求  

（一）居住环境健康需求 

打工母亲多数为夫妻与子女同住一室，三代以上同住一室的占13.2%。这对于打工母亲个人生

理健康情况的日常维护极为不利，如每天的清洗就不能/不方便做到，超1/3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居

住的环境糟糕。 

不利的居住条件对打工母亲的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容易引发妇科病、呼吸道传染病、慢性病、

心理疾病等，糟糕的居住条件对打工母亲的生理、心理健康造成很大影响。打工母亲有改善居住环

境、营造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居住环境的需求。 

（二）工作保护方面的需求 

打工母亲职业比较分散，多从事低技能要求、环境差的职业，44.2%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每天

的劳动强度较重及非常重，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的占比高达（59.5%）；近1/4的打工母亲认为工

作环境糟糕。 

工作压力、长时间加班、有害工作环境等工作状态对打工母亲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打工母亲有加强劳动保护、减少工作负面影响的需要。 

（三）社会支持方面的需求 

打工母亲进入城市务工，原有的社会网络瓦解和社会支持削弱，务工地的社会网络没有很好地

建立，打工母亲的异地务工生活缺乏支持，心理压力更易累积，这将反过来影响打工母亲的身体健

康状况。 

受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庭观念的影响，打工母亲相对于未婚、无子女的流动女工，承受着更大的

工作压力，妻子、母亲的角色对其健康有着更大影响。调查显示，近1/5的打工母亲表示缺少来自

家庭的支持，甚至个别打工母亲遭遇了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1/3的打工母亲对得到同事、上司的

关心和帮助缺少信心，17.7%的打工母亲明确表示缺少来自同事、上司的关心和帮助。 

                                                                                                                                                                            
肌瘤小且无症状，通常无需治疗。若子宫肌瘤明显增大或症状明显，则需要考虑药物或手术治疗。	
2	卵巢是保持女性正常生理的重要器官。卵巢囊肿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但多见于生育期妇女，大多数发生于卵巢功

能最旺盛时期，其次为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妇科常见肿瘤。直径小于 3cm的卵巢囊肿可能是非赘生性囊肿，大部

分可自行消失，但必须定期随访，如有增大应立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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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家庭支持缺乏和工作支持的缺乏，使得打工母亲的生活压力容易聚集和累积，进一

步影响其身体健康状况。打工母亲有改善家庭和工作支持网络的需求。 

（四）疾病预防方面的教育需求 

超过1/3的打工母亲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不佳，近1/2的打工母亲在过去一个月中，身体健康问题

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打工母亲健康体检和健康调查的数据显示了打工母亲在疾病预

防和保健方面的需求。 

在一般疾病预防方面，打工母亲血脂血糖血压异常、脂肪肝、肝功异常、心脏异常，这些问题

的长期存在将导致糖尿病、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在体检结果中，慢性咽炎、痔疮、

鼻炎、龋齿等也比较常见。个别的打工母亲胆和肾部出现胆囊息肉、胆囊结石、肌酐升高、肾盂积

水、肾囊肿、肾结石等疾病情况，甚至有打工母亲存在肿瘤标志物异常的罹患重大疾病的可能。 

在妇女专科疾病预防方面，多数打工母亲患有一项或多项妇科疾病，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乳腺囊肿和乳腺纤维瘤等乳腺疾病，宫颈炎、宫颈囊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阴道炎等宫颈和阴

道疾患。  

打工母亲对以上疾病的知识了解不足，预防意识较弱，打工母亲有对一般疾病和妇女专科疾病

的教育和预防需求。另外，调查显示，打工母亲担忧孩子和老人健康，有这方面的学习需求。此外，

打工母亲还有情绪放松及压力缓解等心理输导和减压方面的教育需求。 

（五）医疗与保健政策方面的支持需求 

打工母亲个人和家庭月收入普遍较低，多数有2个以上的子女需要抚育，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打工母亲身体不舒服时，因为医疗费用问题，多数选择她们认为的更便宜的非正规的就医方式，看

病主要是自费。因户籍以及非正规就业等原因，打工母亲在打工地所在城市有医疗保险的仅有

20.3%。医疗费用的飞速高涨和打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使得很多没有城市医疗保险的打工母亲望医

院而却步。 

因此，打工母亲群体有纳入务工城市所在地的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医疗费用报销的需求。 

另外，打工母亲经常选择离住处近距离、非正规的就医方式，然而有时候会遇到被骗过度治疗、

过度体检而多支付医疗费用，却不知道通过哪种合法有效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打工母亲群体有就近就医、识别正规医疗资源及医疗合法维权的需求。 

除了上述两点，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打工母亲而言，当她们遭遇重大疾病时，还有医疗救

助的需求。 

八、打工母亲健康服务的介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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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工母亲的健康服务需求分析可以发现，打工母亲的健康问题不仅与其自身的健康保护意识

与能力有关，也与国家当前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住房、就业、医疗保障等各种社会政策息息相关。 

（一）完善打工母亲医疗与健康福利政策 

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2016年制定的《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2016-2020年）》
[12]，推动形成有力的政策环境、提高卫生计生服务可及性，保障包括打工母亲在内的流动人口公平

享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一是“推动形成有利的政策环境”。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建立起内部及与相关部门的统筹

协调机制，推动有利于流动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的政策出台，切实将流动人口纳

入社区卫生和计生服务范围。在制订、修订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医疗、药品、基层卫生、妇

幼卫生、计划生育等相关政策时，要将流动人口考虑在内。 

二是“提高卫生计生服务可及性”。基层社区卫生计生服务机构要针对本地流动人口工作、居

住的主要特点，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健康需求，优化卫生计生服务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

高服务可及性和有效性，使流动人口能够方便获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等相关服务。 

此外，除了将打工母亲在内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外，还需从国家医疗保险制

度上完善医疗保险的衔接和接续，让打工母亲在城市务工地也能够实现医疗费用报销。 

针对打工母亲被骗过度治疗、过度体检的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工商、公安等部门应从国家

医疗质量管制角度，联合加强对民办医疗机构的质量监管，此外，应在区域设置医务社工或医疗权

益维护协办组织，协助打工母亲在就医方面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针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打工母亲而身患重病的打工母亲，一方面，应将包括经济困难的打工

母亲在内的城市流动人口重病患者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实现医疗救助福利的均等化；另一方面，

应由当地卫生医疗部门或当地社区部门牵头，搭建在地相应的医疗救助体系，整合企业、慈善会等

各个方面的资源，通过提供现金补助等多种形式，为经济困难的打工母亲及其他流动人口提供一定

的医疗救助。 

社会组织可以结合针对打工母亲医疗与健康福利服务实践的现实需求，开展调查研究，进行政

策倡导，以推动福利体系建设与政策完善。 

（二）加强打工母亲居住与工作环境的健康保护 

在居住环境的健康保护方面，一是推动政府进行流动人口住房政策改革，让住房回归居住的质

量功能，而刨除户籍与就学等其他附属功能，从而降低住房的金融属性，让住房价格回归，这将让

打工母亲在城市也有能力提高生活居住质量。 

另一方面，加强和提升打工母亲居住健康方面的意识和技能，支持打工母亲学习在现有的条件

下采用合适的健康维护的知识和方法，使用适宜的费用改造和改善现有居住条件的能力。如坚持单

独用盆、一天一洗，坚持内衣裤与其他衣物分开洗涤，购买物美价廉的三通管淋浴小设备等。 



 

TEL: 010－64062702   FAX:010－84043576   E-MAIL: 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北  京  市  协  作  者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中  心  
 Beijing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Centre for Facilitators  

 
 

在工作环境的健康保护方面，一是需要政府安全生产部门加强行使职责，加大对企业生产环境

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监管，特别是对于小规模、较多临时作业的小企业，要加强安全防护的指导和

监管工作，保障打工母亲工作环境的安全，降低工作环境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安全监管

部门需要督促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加强对打工母亲职业健康的规范培训。 

除此之外，安全监管部门可以联合社区基层部门和社会组织，在企业外开展职业健康方面的宣

传和培训，提高打工母亲的职业健康保护和健康权益维护意识和能力。对于超时工作、工作环境存

在健康风险等问题，打工母亲可以依法向相关部门反映或举报，政府劳动关系部门应积极为打工母

亲提供法律援助，协助打工母亲维护合法的劳动权益，改善工作条件。 

在这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出资源协调、教育倡导的功能，连接相关部门、单位，为改

善打工母亲工作环境、构建健康保护系统，从专业服务组织的角度给到促进与协助建设、推动改善

的作用；对打工母亲个人健康意识建立、健康行为培养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从而弥补政府部门以

宣讲为主、企业等用人单位以要求为主的被动进行健康环境维护与建设之间的差距。 

（三）提升打工母亲的社会支持 

一方面，开展关爱打工母亲健康的宣传活动，营造关爱打工母亲的社区氛围。 

另一方面，可以在社区或企业中开展打工母亲的同伴成长小组、打工母亲或打工母亲家庭的参

观交流联谊等活动，增进打工母亲的家庭关系与同事关系，提升打工母亲的家庭经营和社会交往能

力，扩大社会资本，建立和增强打工母亲在家庭、社区和企业中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在社会支持服务方面，社会组织介入的空间与渠道较广，可开展服务的领域也较多，如专业健

康知识传授、心理辅导、健康资料链接、社会支持系统建设、健康政策倡导等等，都需要专业社会

组织介入与开展服务。	

（四）开展打工母亲的疾病预防与教育服务 

针对打工母亲的年龄、性别、职业特点，精准地开展打工母亲健康教育，宣传普及《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版）》和《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大力普及基本健康知

识和理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传播基本健康技能，从基本医疗、传染病防治、妇科病防治、

老幼健康、慢性病防治、心理健康等方面，系统地提高打工母亲的健康意识和预防疾病的能力。 

此外，还可以在打工母亲群体集中的企业、市场等场所，通过健康方面的医生专家培训与专题

讲座、现场发放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渠道传播健康材料、同伴教育等形式，开展健康教育，

宣传服务政策，向打工母亲发放健康支持工具，指导打工母亲向家庭成员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提

升打工母亲及家庭整体健康素养水平。 

这一方面也是社会组织可以深入发挥作用的领域，以社会工作专业为技术手段，从以人为本的

服务理念出发，结合打工母亲的现实情况如文化程度低、健康知识少、疾病预防意识差等入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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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活泼、形像、易懂的相关内容与服务活动，可以在协助打工母亲解决健康需求的同时，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扮演好教育者、倡导者等多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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