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5本科、 211硕士、 拥有十
多年互联网营销经验的张玉 ，

自 2022年4月开始求职以来， 先
后投出上千份简历， 多无音讯。
张玉将求职不顺的原因归结为
“超龄”， “一些公司明确只招35
岁以下人员， 还有一家公司已经
决定录用， 走流程时委婉地说领
导年龄比我小， 后来以与岗位不
匹配为由不予录用。” （6月26日
《工人日报》）

就业是最大民生， 保证所有
求职者不因年龄门槛所限实现平
等就业 ， 是保障民生的重中之
重 。 我 国 劳 动 法 规 定 ， 劳 动
者 享 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
权利； 就业促进法亦规定， 用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以 及 职 业 中 介
机 构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 不得

实施各种就业歧视。 企业借口求
职者年龄超过35岁而拒绝录用，
是典型的年龄歧视， 已为法律所
不容。

一些企业在招聘中故意对求
职者设置年龄歧视门槛， 固然与
某些岗位需要精力旺盛的年轻劳
动者这一因素有关， 但企业一刀
切地将35岁以上的求职者拒之门
外， 企图藉此收割 “青春红利”、
降低用工成本 ， 无疑是剑走偏
锋。 如此不仅有悖年龄结构的科
学规律， 可能把真正有能力的劳
动者挡在企业门外， 也会减少劳
动力供给， 导致劳动力短缺、 用
工成本上涨， 最终让企业的发展
和利益受损， 也是对中年劳动者

权益的赤裸裸侵犯， 必须坚决遏
制。

从深层诱因看， 部分企业故
意在录用人员时设置隐性就业年
龄歧视门槛， 主要是钻了现行劳
动 法 律 法 规 没 有 明 确 将 年 龄
歧 视 列为禁止情形的 “空子 ”。
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该法只是明
确禁止 “民族、 种族、 性别、 宗
教信仰” 四种就业歧视， 尽管在
列举这四种就业歧视后添加了一
个 “等” 字， 理论上可以将包括
年龄歧视的所有就业歧视纳入禁
止范 畴 ， 却 难 以 解 决 对 年 龄
歧 视 认 定 的 监 管 执 法 实务难
题， 无形中让企业挥舞就业年龄
隐性歧视大棒有机可乘。

经国利民 ， 法是重器 。 目
前， 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禁止就业
年龄歧视的规定较为原则 ， 显
然， 不论是从进一步堵塞就业年
龄歧视的法律漏洞出发， 还是从
解决监管执法和司法实务难题的
角度考量 ， 完善相关规定的细
则， 已是遏制就业年龄歧视的必
然选择。

相关部门应适时将年龄歧视
明确列为反就业歧视的法定情
形， 细化年龄歧视判定标准和法
律责任 ， 并通过引进第三 方 评
价机制的方式 ， 对企业的用工
行为进行监督评价， 充分发挥法
治威力， 倒逼不法企业打消施行
就业年龄歧视的歪念。

“这家店推出的这个套餐太值了， 小伙伴们有时间
一定要来尝尝” “味道太赞、 价格实惠， 你还不心动
吗” ……近年来， 各类探店类视频风靡网络， 不少人在
享受动动手指就能看遍各色网红店铺的同时， 也寄希望
于这些博主能帮自己 “避坑”。 但现实情况是， 不少所
谓探店博主只关心自身利益， 因收取商家费用， 无视产
品实际情况， 堂而皇之地配合演出， 进行夸大宣传甚至
虚假宣传。 （6月27日 《法治日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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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应将年龄歧
视明确列为反就业歧视的
法定情形， 细化年龄歧视
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 并
通过引进第三方评价机制
的方式， 对企业的用工行
为进行监督评价， 加大信
用惩戒力度， 从而倒逼不
法企业打消施行就业年龄
歧视的歪念。

■世象漫说

“虽然创业历程坎坷曲
折， 但我坚定追求， 成就了
创业梦想并对未来充满 信
心 和干劲 。” 日前 ， 淮安市
总工会举办 “无畏自我———
女职工创业故事 ” 分享会 。
淮安市 粉 红 丝 带 志 愿 者 协
会服务站点负责人、 女企业
家代表、 市直企业女工干部
代表、 女大学生代表等参加
了活动。 （6月27日 《江苏工
人报》）

据报道， 此次活动旨在
为女创业者搭建相互交流 、
资源共享、 共同成长的平台，
宣传支持职工创新创业的优
惠政策， 为她们提供有效服
务， 并引领带动更多职工顺
应时代发展， 实现创新创业
梦想。

近年来， 尽管国家在促
进职工创业方面出台了一系
列 “高含金量” 政策， 鼓励
创业、 支持创业、 实践创业
也处于前所未有的良好社会
环境和舆论氛围。 然而， 创
业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
易，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一
些职工缺乏创业经验、 创业
指导和创业平台， 在创业之
初缺乏 “引路人” 的传帮带，
导致在创业过程中屡屡碰壁，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创业激
情。

笔者以为， “分享创业
故事” 这种形式非常好， 无
疑是激发职工创业激情的有
效途径。 一方面， 创业成功
者 “现身说法” 分享创业故
事， 开展创业指导， 让职工
看得见 、 摸得着 、 学得到 ，
对于促进职工创业更具针对
性和说服力。 另一方面， 通
过创业典型示范引领， 为职
工创业提供 “引路人” 的服
务， 能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
情， 有利于提高创业成功率。
此外 ， 成功不一定能复制 ，
但教训可以借鉴， 通过讲述
自身创业的经验教训， 就可
以帮助创业者规避风险， 少
走弯路， 助力创业梦想变成
生动实践。

□刘予涵

“探店”营销

“游客手机掉西湖被要1500
元打捞费” “女子输液被陌生男
子拔针扎进水桶” ……近日， 这
些话题登上网络平台热搜， 引发
热议。 然而， 没过几天， 权威部
门就发布辟谣消息， 确认这些视
频均系自媒体创作者 “摆拍 ”，
目的是为了吸引流量 。 （人民
网）

当前， 短视频已经成为广大
网民获取信息、 获取服务、 互动
交流、 文化娱乐的重要载体和传
播方式。 但与此同时， 一些虚假
摆拍、 以丑为美的短视频也不时

出现。 虚假摆拍的短视频， 不在
显著位置标注作品系演绎， 刻意
模糊作品性质， 故意伪装成新闻
事件， 引起公众强烈情绪波动，
误导公众对事件、 人物或问题的
认知。 更有部分短视频对社会秩
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破坏， 触碰了
法律底线。

对 “虚假摆拍” 的短视频营
销要出重拳整治。 各地各部门要
加强短视频内容导向治理， 认真
清理通过伪造场景、 编撰细节、
虚构经历等手法， 摆拍制作导向
不良、 误导公众的短视频， 重拳

整治违法违规、 违背公序良俗的
内容， 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摆拍短
视频行为， 充分运用约谈整改、
行政处罚、 通报曝光等手段， 对
破坏网络生态行为形成有力震
慑， 压缩虚假摆拍短视频的滋生
土壤。 短视频平台要坚持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严格落实
审核责任， 完善内容审核机制，
优化算法推荐机制， 优化账号管
理， 建立账号黑名单和MCN机
构分级处罚机制， 用实招将违规
内容扫进垃圾桶。

□潘铎印

■有感而发

张淳艺： 近年来， 随着劳动
教育日益受重视， “过家家” 式
儿童厨具既能满足小朋友的动手
欲、 参与感， 又能把饭菜做热，
产品逐渐热销。 但这些袖珍厨具
隐藏的漏电、 重金属超标等风险
不容忽视。 儿童厨具安全更不能
成 “儿戏”。 儿童厨具不能只是
成人厨具的 “缩小版”， 必须根
据儿童的年龄特点、 生理特点重
新设计。

李雪： 售价3000元左右的某
品牌面霜， 用完后空瓶能卖300
元左右。 近日， 媒体调查发现，
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 买卖高档
护肤品空瓶的现象每天都在发
生。 当询问买家购买空瓶有何用
途， 大部分会回答说收藏， 摆在
家好看。 然而， 收藏可能是假，
真实目的或是造假。 遏制 “真瓶
装假货” 需要社会协同发力， 不
能让 “真瓶装假货 ” 毁掉了市
场。

“150万元！ 成交！” 来自上
海万位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创新成果 “物联网定位终端及应
用于汽车租赁平台的调度管理系
统” 宣布拍卖成功。 一个月前，
在松江区工人文化宫召开的上海
市职工科技节开幕式上，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第五届科技成果拍
卖会暨上海市职工创新成果转化
交易平台首拍会成功举办，50个
拍卖项目共拍出了23.15亿元，万
位数字公司的职工创新成果是
其中之一。 （6月26日 《劳动报》）

据报道， 上海万位数字公司
重视对职工创新的鼓励， 无论是
申请专利， 还是专利授权， 均有
一笔奖励给到职工。 如果专利产
生了重大意义或者成功交易， 也

会有相应比例的奖励。 比如， 该
项职工创新成果以150万元拍卖
成功后， 参与该创新成果的职工
也会直接受益 ， 可获得成交价
10%， 即15万元的奖励。

毋庸讳言， 长期以来， 职工
创新成果存在转化为生产力难的
问题。 如今， 通过政府多部门之
间的协作， 职工创新成果也能像
古董、 名人字画等物品一样进行
拍卖， 并将拍卖成交价10%的分
红奖励职工。 可谓是用 “真金白
银” 激励职工创新， 也是在为打
通职工创新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
公里” 铺路搭桥。

拍卖职工创新成果， 至少有
两个方面的好处。 一是有助于职
工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让一些有

该创新成果技术需求的企业通过
竞拍来购买的方式， 可尽快实现
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 二是有助
于营造鼓励职工创新的浓厚氛
围。 职工创新成果拍卖成功后，
不仅可以让企业获利， 也可让参

与 的 职 工 也 能 得 到 相 应 比 例
“真金白银” 的奖励。 用 “真金
白银 ” 激励职工创新是个好机
制， 体现了一种激励导向， 可进
一步激发职工创新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周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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