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 种 就 业 歧 视 行 为 ，毫
无疑问 ， 严重损害了社会的
就业公平 ， 侵犯了求职者的
合法权益 。 要有效破解花样
就业歧视 ， 扭转就业歧视格
局 ， 归根结底是要依靠法治
解药 。

足不出户 ， 点击鼠标就可轻松赚钱……暑假期
间， “网络刷单” 成为不少大学生的兼职首选。 不
过， 这种看似既轻松又赚钱的 “好差事” 背后， 往往
暗藏着诈骗陷阱， 很多兼职者不仅没能赚到钱， 还被
骗子骗走了大量钱财。 （8月15日 《法制日报》）

□毕传国

李雪： 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 作为中秋食品
的主角———月饼市场的争夺大战
已经打响。 今年月饼市场最夺眼
球的不是什么天价月饼、 豪华包
装，而是将牛蛙、榴莲、大虾、芝士
纷纷包进月饼里。 商家推陈出新
无可厚非，于食客而言，购买什么
样的月饼，也是自己的自由。但是
于每个消费者而言， 最关注的除
了月饼的奇葩馅外， 更在乎的是
安全。对于市场监管部门，应提前
下手，对月饼市场念好“监管经”。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骗局

□张立美

花样就业歧视需法治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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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温馨的“娘家人服务站”多多益善

■每日观点

给在线教育
套上“法律笼头”

廖海金： 广电总局近日发布
《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领域涉
医药广告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
求， 视听节目网站对本网站与医
药产品宣传推介相关的广告和视
听节目做一次全面梳理， 使用虚
假医药代言人误导消费者的， 要
立即清理。 长期以来， 虚假医药
广告泛滥， 老百姓深受其害。 只
有将滋生此类现象的土壤彻底根
除， 才能有效刹住这股虚假广告
之风。

对奇葩月饼
须念好“监管经”

治虚假医药广告
还需下“猛药”

■世象漫说

榜样就在身边感染你我
随着暑假即将进入尾声 ，

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收心学
习， 将目光投向了在线教育。
然而， 满心期待报了名， 发现
教师的水平堪忧。 近日， 一则
关于51talk线上英语外教 “东
南亚口音重” 的消息引起了网
友热议。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
建龙认为，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不健全 、 行业规则不完
善， 导致在线教育乱象由来已
久， 在线教育硬伤难除。 （8
月15日 《法制日报》）

在线教育让更多教育资源
得到了释放， 也给学生提供了
不少便利和实惠。 然而， 在线
教育还处于一种无序发展的状
态， 泥沙俱下， 乱象丛生———
对教师资格把关不严， 相关平
台的审核标准不一， 有些提供
点对点线上教学服务的教师几
乎全靠 “自我证明和宣传 ”；
授课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教师
授课很不规范， 随意性很强，
达不到课标要求； 收费标准五
花八门……这些问题妨碍了在
线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也会
侵害学生的权益。

在线教育是个大市场， 发
展潜力巨大， 据艾瑞咨询数据
显示， 2016年在线教育市场规
模达1560.2亿元， 用户规模为
9001.4万人； 预计到2019年将
达2692.6亿元、 1.6亿人的规模。
对于在线教育， 我们应该在正视
问题的基础上予以规范和鼓励，
而不是因噎废食， 封杀围堵。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
有必要给在线教育套上 “法律
笼头”，通过立法、修法、打法律
补丁、完善细则等方式，堵住调
整漏洞， 明确在线教育的认证
标准、准入资格和把关责任，明
确相关平台、 教师以及市场监
管、教育部门的责任，明确收费
标准和授课质量标准， 参照网
络购物营销管理模式建立用户
评价制度、 信用惩戒制度和退
出制度， 建立方便快捷的维权
机制。当然，完善了法律规则并
不意味着药到病除， 相关监管
部门必须依法履职， 把法律落
实到位， 才能督促和倒逼在线
教育平台、教师增强自律意识、
责任意识，恪守规则底线，打造
教育品牌。 □李英锋

近日， 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出
务工人员， 由云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与云南省总工会、 共
青团云南省委、 云南省妇联共同
建立的 “云南娘家人服务站” 于
上海和深圳分别挂牌成立。 （8
月16日 《中国青年报》）

毋庸讳言 ， 农民工背井离
乡 ， 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找工
作 、 谋生存 、 求发展 ， 实属不
易。 因此， 随时关注他们的生存
状况， 并尽最大可能给他们提供
各种各样的温馨服务 、 爱心帮
扶，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他
们 “天高任鸟飞、 海阔任鱼游”，
铸就更加辉煌的人生， 是每一个

地方父母官们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府有关

部门形成合力， 在外出务工人员
较为集中的地方分别建立 “服务
站”， 使之成为外出务工人员想
得起、 找得到、 信得过、 靠得住
的娘家人， 无疑是一大工作创新
举措， 善莫大焉！ 我以为， 这才
是父母官们求真务实， “情为民
所系 、 权为民所用 、 利为民所
谋” 的体现， 值得点赞。

据了解， “服务站” 将按照
分级负责原则， 在上海、 深圳两
个服务站成立后 ， 云南省昭通
市、 红河州、 玉溪市、 弥勒市、
红河县等也先后在本地外出务工

人员相对集中之地建立了分站和
服务点。 我们相信， 通过 “服务
站” 一系列的排忧解难措施， 定
会让外出务工人员感到身后有一
股强大而温暖的力量在支撑着，
从而从容地敢于面对前进路上的
任何困难， 努力工作， 不断增加
家庭经济收入， 最终为改变家乡
的落后面貌作贡献。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应把热
烈的掌声送给外出务工人员的
“娘家人服务站”！ 同时， 也期待
类似如此 “接地气”、 如此温馨
的 “服务站 ” 在现实中更多呈
现，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释放更多
正能量。 □和法堡

说起就业歧视 ， 人们马上
会想到最为常见的性别歧视 、
乙肝歧视、 年龄歧视等， 但这些
都还算 “波澜不惊 ” 的， 有些
招聘单位已经挑剔到要看长相、
星座、 属相、 家乡等 ， 这样的
奇 葩 要 求 让 求 职 者 直 呼 “ 很

受 伤 ” 。 （ 8月 15日 《北京晚
报》）

《劳动法》 明确规定 ， 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
利；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种
族、 性别、 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
视；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
权利。 《就业促进法》 还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职业中介
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应当向
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
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
视。” 这意味着任何形式、 手段
的就业歧视 ， 都违反了法治精
神， 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这一点
毋庸置疑。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长期

以来， 明目张胆的就业歧视就是
花样百出， 暗地里的就业歧视手
段可谓是更多 。 种种就业歧 视
行为 ， 毫无疑问 ， 严重损害了
社会的就业公平， 侵犯了求职者
的合法权益。 造成就业歧视花
样百出的局面， 说到底是法治不
给力。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就 业 歧
视 的 定 义 比 较 笼 统 ， 缺 少 细
化 的 就 业 歧 视 认 定 标 准 ， 这
让 一 些 奇 葩 的 就 业 歧 视 行 为
处 于 一 种 打 擦 边 球 状 态 ， 让
求 职 者 难 以 维 权 ， 逃 避 了 法
律的制裁 。 另一方面， 用人单
位就业歧视的违法违规成本太
低 ， 法律法规达不到惩戒的作

用， 形成不了威慑力。 即便用人
单位实施的就业歧视行为被曝
光 、 揭发 ， 在舆论压 力 之 下 ，
一般也只是道歉和纠正就业歧
视了之 ， 并不 会 遭 受 其 他 处
罚 ， 反 过 来 纵 容 和 助 长 了 就
业歧视之风。

因此， 要有效破解花样就业
歧视， 扭转就业歧视格局 ， 归
根 结 底 是 要 依 靠 法 治 解 药 。
首 先 ， 完 善 法 律 法 规 ， 明 确
和细化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 ，
将花样就业歧视纳入其中 ， 方
便人社部门对就业歧视案件进行
定性操作。

其次， 在就业歧视案件上 ，
不妨引进举证责任倒置机制， 由

用人单位提供招聘工作人员过程
中不存在就业歧视的证据 。 当
然， 保证公平的原则， 减轻用人
单位的举证成本， 保障用人单位
的合法权益， 认定为不属于就业
歧视的案件， 举证成本应当由求
职者承担。

再者， 加大对实施就业歧视
行为的用人单位的惩罚 力 度 ，
提 高 实 施 就 业 歧 视 的 违 法 违
规 成 本 。 用 人 单 位 就 业 歧 视
行 为 一 旦 定 性 ， 除 了 要 纠 正
错 误 之 外 ， 还 必 须 向 遭 受 就
业 歧 视 的 求 职 者 进 行 经 济 补
偿 ， 同时人社部门要对用人单
位给予经济处罚， 严重的要直接
吊销营业执照。

8月15日 ， 北京市怀柔区泉
河街道教师公寓社区 “家风家训
文化长廊” 建成。 文化长廊以社
区20个温馨家庭的家风家教故事
为主要内容， 旨在以 “身边人身
边事 ” 带动影响左邻右舍 ， 以
“好家风 ” 凝聚 “好院风 ”， 以
“好院风” 汇聚 “好民风”， 弘扬
正能量营造社区和谐幸福的邻里
关系。 （8月15日千龙网）

家风家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的组成部分 ， 具有悠久的历
史。 其起到的教化作用， 既带有
启蒙的特性， 又贯穿人的生命全
过程， 带有终身教诲的功能。 像
诸葛亮的 《诫子书 》 的名句 ：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
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

无以致远。” 所阐述的修身养性、
治学做人的道理， 至今让人念念
不忘。 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 中
的名句： “积财千万， 不如薄技
在身。” 告诫人们， 学会一种技
能， 胜过积财万千。 只有永远学
习， 才能不断进步。 此名句虽已
有1400余年的历史， 但在今日仍
然有其现实教育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的
文明进步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程
度的提高。 优秀的家风家训能够
正确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
务、 社会责任、 家庭责任， 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 怀柔区泉
河街道教师公寓社区 “家风家训
文化长廊” 的建成， 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是都是身边人身边事。

通过展板， 将20个家庭的家风
家训展示出来， 有名有姓， 真
实可信， 感染力强。 二是学习
交流方便。 看到人家在教育子
女、 孝敬老人方面有独特的方
式方法， 就想亲自到人家进行
探访、 学习、 交流。 约个时间，

抬腿就到。 通过面对面交流学习，
一定能够学到人家的长处， 弥补
自己的短处。 三是可以在全社区
营造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氛围， 对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