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职业评职称
助推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不能任由“私人定制”
化妆品乱象频生

最高人民法院27日发布 《关
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
障 的 意 见 》 （ 以 下 简 称 《 意
见》）。 《意见》 明确， 要妥善审
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 坚决纠
正用人单位性别 、 地域歧视行
为， 支持高校毕业生多渠道灵活
就业。 （12月28日 《法治日报》）

高校毕业生步入职场， 不仅
有可能面临性别歧视， 更有可能
面临地域歧视。 虽然近年来相关
部门不断强化对地域歧视的打击
力度，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实中就业领域的地域歧视并未
完全绝迹， 不少刚进入职场的高
校毕业生深受其害 。 在此语境
下， 最高法旗帜鲜明地给地域歧
视划红线、 立规矩， 无疑有助于
保障广大高校毕业生的公平就业
权利。

地域歧视， 是指基于地域差
异而对某个特定地域人群形成的
一种 “区别对待”的偏见心理。由
于各个地域的文化千差万别，加
上各个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部分普通民众对本地外的人群持
有一定“刻板印象”，这原本不是
大问题， 但基本前提是不应刻意
对该特定地域的人群贴上 “妖魔

化”标签，并将这种标签用到特定
地域人群的求职就业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劳动者
享有的平等就业权利神圣不可侵
犯。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
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
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
同而受歧视。”一些用人单位故意
在就业中对劳动者实施地域歧视
行为，已为法律所不容。

坦率地讲， 就业地域歧视并
非高校毕业生的独有遭遇， 只不
过相对于其他求职者而言， 高校
毕业生在这方面的遭遇更为普
遍。 不少用人单位之所以无所顾
忌地对高校毕业生实施地域歧
视， 除了其故意利用后者不深谙
相关法律常识的短板外， 也与法
律没形成常态威慑密切相关。 在
法理上， 遭遇地域歧视后的权利

救济属于私权利处分， 高校毕业
生应对此主动维权， 劳动监察和
司法机关因受职能定位的掣肘，
不大方便在这方面主动介入，只
能是“投诉后才处理”。然而，由于
多数高校毕业生既不知道用人单
位的地域歧视已涉嫌违法， 又不
知如何维权， 无形中让用人单位实
施地域歧视有机可乘。因此，在鼓
励高校毕业生依法维权的同时，
司法机关还应主动作为， 进一步
筑牢反制地域歧视的司法防线。

一方面， 司法机关应切实加
大办案力度， 监督保障劳动者公
平就业的相关法律落地落实， 依
法严厉惩治用人单位实施地域歧
视的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 司法
机关要常态发布典型案例， 以案
释法地强化普法宣传， 努力在全
社会营造出反制地域歧视的浓厚
法治氛围， 让部分企图实施地域

歧视的用人单位， 在典型案例所
释放的警示威慑 “涟漪效应 ”
中， 主动打消歪念， 自觉把维护
劳动者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公平
就业权利扛在肩上。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依法反
制就业地域歧视行为， 保障劳动
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公平就业
权利， 是保障民生的题中之义。
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
障， 应充分发挥惩治地域歧视的
职能作用。 此番最高法在消除就
业地域歧视、 保障广大高校毕业
生公平就业权利方面亮明了态
度， 彰显了进一步筑牢依法反制
地域歧视司法防线的坚强决心。
各级法院要不折不扣地把 《意
见》 的规定落到实处， 从而以更
加牢固的司法防线， 让广大高校
毕业生远离就业中的地域歧视之
苦。

近些年， App适老化改造不断提速。 从求医问药
到吃穿住行， 多个领域都有了适老App， 提高了老年
人拥抱数字时代的热情。 不过从上述调查和过往报道
也不难发现 ， “走形不走心 ” 的问题也普遍存在 。
(12月28日 《北京日报》） □王铎

居家养老是我国绝大多数老
年人的选择， 江苏省南通市60周
岁以上人口占到31.65%， 已经进
入深度老龄化地区， 2017年南通
市被纳入我国第一批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的试点地区， 试点
以来 ， 当地通过实行长期照护
险、 打造链式养老等措施， 解决
居家养老老人的刚性服务需求。
（12月28日 央视）

所谓 “链式养老”， 就是打
破机构、 社区和居家养老界限，
让养老机构承接运营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 ， 延伸开展居家养老服
务。 此前， 据南通市民政局调研
发现， 南通的社区服务站的硬件
建设虽然实现了全覆盖， 但是这
些社区养老服务点只能提供餐饮
和娱乐功能， 而居家养老的老人
最迫切需要的失能照护、 胃管尿
管服务等刚性需求无法满足 ，
“链式养老” 使养老机构能够取
长补短解决居家养老的刚性服务
需求。

居家养老目前面临不少挑
战。 这既有资源上的制约， 更有

认识上的不足。 如专家所说， 相
关政府部门要加大老龄社会的国
情教育， 给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
构营造好的氛围 。 同时要加大
“居家养老” 的投入， 推动服务
模式创新 ， 全面提高 “居家养
老” 服务的力度、 深度和精度，
增强 “家门口” 养老的获得感。
这当中， “链式养老” 的模式 ，
化解了居家养老的难点， 有利于
推进 “家门口” 养老与时俱进地
发展， 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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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依法反制就业地域歧视
行为 ， 保障劳动者特别
是高校毕业生的公平就
业权利 ， 是保障民生的
题中之义 。 司法作为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
应充分发挥惩治地域歧
视的职能作用。

■世象漫说

“工信部反诈专班” 公众号
27日公布多个仿冒金融平台类
App， 并提醒注意分辨， 谨慎下
载。 （12月27日 中新网）

仿冒App弄虚作假、 以假乱
真 ， 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 欺骗
性 ， 这会对公众造成很大的误
导， 可能带来财产损失， 不能任
由仿冒App继续横行下去， 亟待
遏制日益猖獗的仿冒App。

对此 ， 需要公安 、 行业协
会、 通讯部门等相关部门能够加
强协同作战， 对仿冒App、 “李
鬼” App形成合围之势， 切断背
后的黑色利益链， “围而歼之”。
对于仿冒App要能进行集中整

治， 还要进行常态化打击。 App
商店等平台也要尽好管理责任，
加强对可供下载App的安全性审
核 ， 避免自己成了仿冒App的
“帮凶 ”。 同时 ， 对广大网友来
说， 也要增强防范意识， 要懂得
分辨仿冒App， 避免上当受骗，而
这也是网络素养的一种体现。 而
仿冒App也容易将脏手伸向学生，
正在于学生往往欠缺网络素养，
欠缺防范意识，对此，学校、家长
也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 防网络
诈骗教育， 让学生更能识别各种
网络骗局， 防止上当受骗。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不能成
了一句口号 。 法治社会不能容

“李鬼” App “捣鬼”； 网络这块
“法治之地 ” 不能有仿冒App的
“一席之地”。 对此， 需要形成各
方合力共同割除仿冒App这一

“毒瘤”， 铲除仿冒App滋生的土
壤， 让其再无滋生空间， 净化网
络空间， 捍卫网络这块 “法治之
地”。 □戴先任

发挥法治的威力 坚决反对就业地域歧视

近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总工会开展了一场法治体检
“一对一” 结对共建活动。 接受
法治体检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女
士对此十分满意： “公司成立时
间不长 ， 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完
善。 市总工会送来免费 ‘体检’，
让我们省心、 省力！” 据悉， 这
是银川市总工会牵头开展的 “百
名律师进千企” 活动之一。 （12
月28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受疫情冲击， 银川
市部分企业劳动矛盾纠纷呈现上
升趋势。 为帮企业把劳动纠纷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银川市总工
会协调市司法局、 市律师协会，
联合开展 “百名律师进千企” 活
动。 律师进入企业后， 通过现场
解答法律咨询、 审查劳动用工制
度、 出具法律意见等方式为企业
“把脉开方”， 帮助企业制定和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 有效预防和化
解企业劳动用工潜在风险。

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在劳动过程中劳
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形成的
一种社会关系。 毋庸讳言， 当前
大多数企业劳动关系总体是协调
稳定的， 但由于多种原因， 特别
是当下疫情时期， 一些企业职工
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犯， 劳动
纠纷现象多有发生。 如何从源头
上预防劳动纠纷发生？ 银川市总
工会开展的律师进企业 ， 免费
“法治体检” 的做法值得点赞和
倡导。

笔者以为， “法治体检” 犹
如人的健康体检 ， 人的定期体
检， 有病早治， 无病早防， 有利
于人的身体健康。 企业 “法治体
检”， 通过访谈交流、 查看档案
等多种方式， 对企业规章制度、
劳动合同、 工资发放等内容进行
检查， 找出劳动用工风险隐患，
是一种以预防为主的 “治未病”。
发现问题早整改； 没有问题早预
防， 将职工维权关口前移， 变被
动的事后维权为主动的事前预
防， 有利于从源头上促进企业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劳动关系
在 “健康” 的大道上稳步前行。

□周家和

铲除仿冒App滋生的土壤

适老App

“链式养老”有示范意义
李雪： 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 宣称 “私人定制” 的 “特”
字号化妆品在网购平台和一些直
播间异常火爆， 卖家通过定制化
的方案、 有针对性的配比以及所
谓的惊人效果， 让买家 “激情”
下单， 而至于其是否获得相关的
行政许可检验， 很多卖家不置可
否。 对 “私人定制” 化妆品乱象
不能放任。 相关部门应该主动出
击 ， 形成监管执法合力 ， 杜绝
“私人定制” 化妆品带来的隐患。

“法治体检”有利于促进
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吴学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提出动
态调整职称评审专业， 探索将大
数据、区块链、云计算、集成电路
等新职业纳入职称评审范围。 越
来越多的新兴行业纳入职称评定
值得期待， 此举可以助推新型人
才脱颖而出， 促进新行业良性发
展，并促使其不断释放新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