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 即将硕士毕业的张
岚岚在招聘平台上， 向沈阳一家
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投递简历
后， 收到婉拒的回信： “温馨提
示， 该岗位工作强度大且需要临

时加班 、 出差 ， 较适合男性 。”
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用人单位不
会公开表示只招男性， 而是转为
隐晦地暗示女性入职、 工作、 晋
升过程中的困难， 甚至打听婚育
状况， 使得就业性别歧视由明转
暗。 （6月5日 《工人日报》）

近年来， 随着反就业歧视力
度的不断强化， 以及求职者权利
意识的增强， 一度在职场上流行
的各种显性就业性别歧视逐渐减
少。 然而， “吃一堑， 长一智”，
面对明目张胆实施就业性别歧视
面临的法律责任， 不少企业转而
以更隐秘的方式对女性求职者设
置各种隐形就业性别歧视门槛，
进一步加剧了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的蔓延， 亟待引起重视。

我国劳动法规定， 劳动者享
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不因性别不同而受歧

视。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更
是归结了5类易发生的就业性别
歧视行为并加以禁止， 包括除个
人基本信息外， 不得进一步询问
或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不能将限制结婚 、 生育或者婚
姻、 生育状况作为录 （聘） 用条
件等。 不少企业故意给女性求职
者设置各种隐形歧视门槛， 已踩
踏了法律红线， 不能任由其为所
欲为。

在法律明文规定禁止性别歧
视的情形下， 部分企业任性对女
性求职者设置隐形就业门槛， 凸
显了相关法律缺乏保障实施机制
的尴尬。 众所周知， 隐形就业性
别歧视行为隐密性强， 不但难以
发现， 而且证据固定难， 无形中
让一些企业利用岗位特殊要求的
幌子设置隐形就业性别歧视门槛
有机可乘。 虽然受害女性可以通

过起诉企业侵犯名誉权的途径来
维权， 但由于维权成本高， 不少
女性在遭遇隐形就业性别歧视
后， 大多都只能忍气吞声地选择
放弃。

企业罔顾法律对女性求职者
任性设置隐形歧视门槛， 在深层
次上则源于当前生育成本社会化
分担机制的不够公平合理。 不少
企业之所以不愿聘用女性员工，
主要是为了降低女职工生育所增
加的用工成本。 尽管为女职工承
担生育成本是法定义务， 但企业
对这种法定义务的承担不是无限
的。 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
则， 企业承担女职工的生育成本
后， 有权获得合理补偿。 目前，
我国不少保护育龄妇女劳动权益
的法律和政策， 均规定女职工的
生育成本主要由企业承担， 这会
让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对女性求职者设置隐形就业歧视
门槛。

遏制职场隐形就业性别歧
视， 需要破立并举。 一方面， 相
关部门要通过及时修法、 制定实
施条例和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
为形形色色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列出法律责任清单， 从而以执行
力强的细化规则， 切实提高企业
设置隐形性别就业歧视门槛的违
法成本， 倒逼其主动知敬畏、 存
戒惧、 守规矩。 另一方面， 要积
极回应企业利益诉求。 相关部门
可通过加大生育基金补贴和调整
税收等手段， 将女职工的生育成
本由社会承担， 使企业、 国家和
劳动者的负担份额趋于平衡合
理， 让企业不再为承担女职工生
育成本背上 “包袱 ”， 主动把构
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作为行动
自觉。

近日， 湖北南漳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制贩假药团
伙， 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 这些人将淀粉和柠檬
酸， 混合后制成五颜六色的胶囊， 装进印刷有各种神
奇功效说明的药盒里， 就变成了治疗糖尿病、 高血压
等疾病的所谓 “神药”。 （6月4日 央视）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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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职场隐形就业性别
歧视， 需要破立并举。 一方
面， 相关部门要通过及时修
法、 制定实施条例和出台司
法解释等方式， 为形形色色
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列出法
律责任清单。 另一方面， 要
积极回应企业利益诉求。 相
关部门可通过加大生育基金
补贴和调整税收等手段， 将
女职工的生育成本由社会承
担， 使企业、 国家和劳动者
的负担份额趋于平衡合理。

■世象漫说

6月1日， 河南省原阳县
“劳模号” 公交专线开通仪式
在新车站北门举行。 此举旨
在营造浓厚的礼遇劳 模 氛
围 ， 让 “劳 模 号 ” 公 交专
线变身为 “劳模精神流动学
习课堂”， 让更多职工在乘坐
公交车时进一步感受劳模风
采 ， 在 全 社 会 营 造爱党爱
国 、 爱岗敬业 、 创先争优 、
奉献社会、 服务他人的浓厚
氛围。 （6月6日 《河南工人
日报》）

劳模是劳动者中的杰出
代表 ， 是众人学习的榜样 。
学习劳模， 首先要宣传劳模。
这方面，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
“渐进” 过程。 起初， 带着大
红花的劳模照片， 多数只是
挂在本单位的宣传柜窗； 后
来， 劳模开始走上企业、 学
校的讲台； 再后来， 劳模事
迹开始走进城市的公交站台
和户外灯箱。 开通 “劳模号”
公交专线， 标志着对劳模的
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

“劳模号 ” 公交专线 ，
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劳模的赞
许和推崇， 进一步激发了劳
模的自豪感。 更有意义的是，
市民天天与 “劳模号” 公交
“亲密接触”， 可以让劳模的
崇高形象和先进事迹深入人
心， 有利于市民于潜移默化
中见贤思齐。 当众多市民由
衷生发 “劳模光荣” 的感慨，
就等于播下了无数 “争当劳
模 ” 的 种 子 。 笔 者 建 议 ，
“劳模号” 公交上可以再多一
些 “劳动元素”， 比如车载电
视多播放一些歌颂劳动和劳
模的节目， 进一步增强对乘
客的代入感。

劳模精神永不过时， 时
代呼唤更多劳模。 我们要切
实做到礼遇劳模， 营造学习
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
“劳模号” 是典型的 “劳模精
神流动学习课堂”， 引领了全
社会向劳模看齐的良好风尚。
愿 “劳模号” 公交成为更多
城市亮丽的风景线。

□余清明

“神药”竟是淀粉

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建
筑装饰协会日前宣布， 开展 “反
对 ‘野蛮装修’ 提振消费信心”
专项监督公益行动， 对 “野蛮装
修” 说 “不”。 本次行动计划今
年6月启动， 10月31日结束。 行
动期间， 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
建筑装饰协会将针对装修中涉及
的擅改承重墙、 改变楼房结构等
行为引发过度施工甚至造成安全
隐患的现象， 帮助消费者研判并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 （6月6日
《工人日报》）

建筑住宅私拆乱改事件暴露

出的是相关业主、 装修业经营者
等对承重墙的重要性以及私拆乱
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监督提示
不到位等问题， 但其背后更有法
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淡薄、 执法不
严等深层次原因。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二
条规定： 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
分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 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
建筑物的安全， 不得损害其他业
主的合法权益。

毋庸置疑， 不论是何种缘由
促使 “私改乱拆” 行为发生， 加

强对装修过程的干预， 防止发生
拆承重墙、 拆承重梁行为的发生
尤为必要。 各级住建部门要强化
监管责任， 加大执法力度， 严查
无资质装修企业， 严查涉及建筑
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
程。 对于违法装修的典型案例，
应从严从快从重查处， 坚持以案
说法， 起到震慑作用。 承重墙承
载的不仅是房子的重量， 更是生
命的重量。 对于业主和装修公司
来说， 要切实承担起责任， 这不
仅是对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
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吴学安

■有感而发

钱夙伟： 五颜六色的小广告
近年来改换地点， 从公交站、 路
灯杆逐渐转向共享单车。 相较于
位置固定的 “城市牛皮癣”， 如
此做法更具隐蔽性， 且流动性更
强。 小广告改换地点， 共享单车
成 “城市牛皮癣 ” 新宿主 。 对
此， 监管不能滞后， 相关部门要
坚持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 从源
头上打击， 这样， 小广告无论怎
样改换地点， 都可以得到有效的
遏制。

井夫：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
海曙区针对老年人如厕时 “蹲下
难” “起身难” 等问题， 在城区
10座公厕进行适老化改造。 本次
改造的公厕除常规智能化升级改
造外， 改建设计方向主要侧重于
适老化。 公厕 “适老化” 应成为
一道必答题。 在公厕的设计过程
中， 既要考虑公厕的美观度、 齐
全的公共设施， 包括厕纸等， 又
要考虑老年人的需求， 在设计时
多一些 “老人视角”。

“这条街我们外卖骑手太熟
悉了！ 我们每天奔波在路上， 累
了渴了热了就来这条街补充能
量， 只要看到门口有工会 ‘户外
劳动者爱心服务站 ’ 的红色标
识， 就能进去享受各种服务， 真
是太方便了。” 满头大汗的美团
外卖小哥邓义刚送完单， 来到河
北爱馨口腔门诊部边喝水边说。
（6月5日 《天津工人报》）

据报道， 美团外卖小哥邓义
刚所说的这条街， 是天津市河北
区的翔纬路。 该区工会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对接爱馨口腔门诊部、
连锁药房 、 超市 、 理发店等商
户， 把这条街打造成了 “一站一

品”， 具有特色服务的 “爱心服
务一条街”， 让快递员、 外卖小
哥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愿
意来、 走进来、 用起来”。

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 现
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设置。 累了
可歇脚、 渴了有水喝， 冬天有暖
气， 夏日有空调， 可谓是满足了
绝大多数户外劳动者的基本需
求。 笔者以为， 户外劳动者很辛
苦， 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关
爱。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不仅要建
起来， 更要让其充分发挥服务功
能。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建设 “一
站一品”， 打造 “爱心服务一条
街”， 是一种服务方式上的创新，

它深化了服务的内涵， 提高了服
务品质。 我们期待有更多 “一站
一品” 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打
造差异化、 精准化服务， 更好满

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 让特
色服务更有温度， 户外劳动者更
有 “家” 的感觉， 感受 “家” 的
温暖。 □周家和

住宅装修切不可“任性”而为小广告改换地点
监管不能滞后

遏制隐形就业性别歧视需要破立并举

“一站一品”让特色服务更有温度 “劳模号”公交
引领学习劳模新风尚

公厕“适老化”
应成为社会必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