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轮面试都过了， 最后卡
在了性格测试” “刚做完测试，
被通知与意向岗位要求不符， 可
这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公司” “测
试结果显示我缺乏进取心和抗压
能力， 我觉得不准” ……当前 ，
各地校园招聘火热进行， 很多企

业在招聘中除设置笔试 、 面试
外，还要求求职者做性格测试，不
少人因测试结果不合格错失心仪
岗位。 （6月17日《工人日报》）

现今， 在一些企业招聘流程
中， 性格测试逐渐成为了一个重
要的环节。 然而， 当这种测试被
用作筛选求职者的硬性标准时，
我们不得不审视其科学性和公平
性。 将性格测试作为招聘的 “硬
杠杠”， 不仅可能阻碍优秀人才
的流入， 还可能引发关于就业歧
视的新问题。

首先， 性格测试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一直饱受争议。 尽管一些
专业的测试量表经过精心设计，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求职者的
性格特征， 但这些测试往往只能

捕捉到测试者当下的心理状态，
而非其长期稳定的性格特质。 此
外， 测试者可能出于迎合企业需
求或伪装自己的目的， 而在测试
中表现出与真实性格不符的一
面 ， 很难在测试中被发现 。 因
此 ， 依赖性格测试来筛选求职
者， 其有效性自然大打折扣。

其次， 将性格测试作为招聘
门槛， 可能无形中造成了就业歧
视的现象。 企业往往根据自身文
化和岗位需求， 设定特定的性格
类型作为招聘标准。 然而， 这种
做法很可能排除那些性格不符但
同样具备出色工作能力、 符合岗
位专业需求的求职者。 这种以性
格为标准的筛选方式， 不仅缺乏
科学依据， 也容易引发对特定性

格群体的歧视， 从而损害就业市
场的公平性。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认识
到， 工作能力和性格类型之间并
非必然联系。 一个人的性格可能
与其在工作中的表现并无直接关
系。 以性格测试为依据来决定是
否录用某个求职者， 无异于忽略
了其专业技能、 工作经验和团队
协作能力等更为重要的因素。 这
种做法不仅短视， 也可能阻碍企
业招聘到真正合适的人才。

因此，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应
更加审慎地对待性格测试。 与其
将性格测试作为硬性门槛， 不如
将其作为了解求职者的一个辅助
工具。 在评估求职者时， 企业应
综合考虑其专业技能 、 工作经

验 、 团队协作能力等多方面因
素， 而非仅仅依赖性格测试的结
果， 将之作为决定性因素。

同时， 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
招聘过程中性格测试使用的监管
和指导。 确保企业在使用性格测
试时遵循科学、 公平、 合理的原
则， 防止其成为就业歧视的 “新
马甲”。 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政
策， 明确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使用
性格测试的范围和限制， 从而保
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总之， 性格测试可以作为一
种了解求职者的手段， 但不能成
为招聘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倡
导科学、公平、全面的招聘理念，
确保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在公平的
环境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天歌 ： 最近 ， 红火热闹的
“乡村戏剧季” 在北京市密云区
溪 翁 庄 镇 上 演 。 市 级 专 业 演
出团体来到乡村田野 、 集市 街
道 、 农 宅 小 院 演 出 ， 成 了 当
地 文 旅 新 亮 点 。 来 自 市 区 的
游 客 在 房 前 屋 后 、 田 间 地 头
近距离 观看演出， 感受别具一
格的乡村游体验。 “小镇有戏”
增加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厚度， 为
乡村旅游增光添彩， 让乡村旅游
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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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测试可以作为一种
了解求职者的手段， 但不能
成为招聘的决定性因素。 我
们应倡导科学、 公平、 全面
的招聘理念， 确保每一位求
职者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展
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巧施“凉”策，打好防暑降温“组合拳”

6月12日， 四川省泸州市泸
县总工会普法 “微课堂” 在龙城
工会驿站开课。 外卖小哥、 快递
小哥、 商场信息员等30余名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参加活动。 （6月
18日 《四川工人日报》）

据报道， 活动现场， 工会法
律顾问通过现场讲解及互动咨询
服务等方式， 结合典型案例， 围
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 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讲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劳动纠
纷、 工资拖欠、 权益维护等法律
知识。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 新就
业形态具有工作时间灵活、 工作
性质特殊 、 用工关系复杂等特

点， 用工关系有别于传统的劳动
关系。 现实中， 由于对劳动用工
法律法规了解不深入， 法律意识
不强， 一些用工单位未与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当发
生矛盾纠纷后，也不能以正确、理
性的方式加以解决。由此看来，为
用工单位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
及相关法律知识尤为重要。

泸县总工会在工会驿站开设
普法 “微课堂”， 可以帮助劳动
者增强法律意识， “微课堂” 通
过鲜活的事例、 生动的语言、 深
入浅出的讲解， 让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学到了实用的法律知识。 学
法、 知法、 守法、 护法， 是维护
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 工会

驿站普法 “微课堂” 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参加学习很方便， 普法效
果更明显。 笔者期待， 各地工会

组织、 人力社保部门等能经常性
在驿站举办类似的普法 “微课
堂”，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
法律明白人。 □赵杰昌

刘天放： 高考结束后， 全国
多个景区已宣布对考生免费开
放， 各景区诚意满 满 地 为学子
们 准 备 了 旅 游 优 惠 大 礼 包 ，
考生将迎来免费参观的好时光。
毕业旅行可以帮助学 子 们 释放
压力， 但是， 道路千万条， 安全
第一条。 毕业旅行， 安全先行，
学生们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做
到安全出行、 快乐旅游、 平安回
家。

“立规矩”

“小镇有戏”
让乡村旅游更红火 6月11日清晨6时30分， 在位

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天津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现场 ，
100多名建筑工人准时出现在工
地 ， 戴上安全帽 ， 穿上反光马
甲， 开始紧张忙碌的工作。 “我
们的外管网施工作业特别多 。”
项目工地水电班班组长毕海南
说， 今年，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 ，
项目实行了 “做两头、 歇中间”
的弹性工作制。 （6月13日 《人
民日报》）

入夏以来， 从南到北， 各地
气温不断攀升。 为保障包括户外

劳动者在内的广大一线职工的健
康安全， 各地要将防暑降温作为
重中之重， 打出防暑降温 “组合
拳”， 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 确保职工安全度夏。

职工防暑降温工作是一项季
节性很强的劳动保护工作， 直接
关系到职工身体健康和企业生产
安全。 除了减少高温下户外劳动
时间，足额发放高温补贴，不少单
位还及时发放了矿泉水、冰袖、挂
脖电扇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
用品。一些地方还针对快递员、外
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需

求，依托楼宇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党群服务站及爱心商家等， 打造
工会驿站，为他们提供用餐休息、
歇脚纳凉、政策咨询等服务。

职工权益无小事， 一枝一叶
总关情。 期待各地进一步结合工
作性质和客观情况巧施 “凉 ”
策，打好防暑降温“组合拳”。通过
密织健康安全“防护网”、打好设
备防暑“预防针”、撑起人文关怀
“遮阳伞”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
夏季高温天气因素给职工生产生
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更好地维护
职工身心健康。 □王小梅

毕业旅行
安全先行

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
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近视
防控和诊疗的规范化水平， 做好
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工作， 国
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 《近视防
治指南 （2024年版）》。 此次指南
将近视防控分为近视前驱期、 近
视发展期、 高度近视期、 病理性
近视期， 并对不同分期给出了近
视防控措施的指导建议。 （6月
1７日 《人民日报》）

良好的视力， 对孩子健康成
长至关重要。 防控近视既是公共
卫生问题， 也是教育问题， 涉及
亲子关系、 教育理念等多方面，
各地各部门要关心、 支持儿童青
少年视力保护， 把降低孩子近视
率摆到更加重要位置， 整治近视
防控产品虚假违法广告， 持续拓
展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场地。 学
校是学生活动的主阵地， 家庭是
孩子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要
各司其责， 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
配合、 专家指导、 学校教育、 家
庭关注的治理格局， 形成共护孩
子清晰 “视界” 的合力， 营造爱
眼护眼的视觉友好环境， 给孩子
一双明亮的眼睛。

呵护好孩子眼睛， 护航孩子
的 “光明 ” 未来 。 各地卫生健
康、 教育部门和医院、 学校要大
力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
工作 ， 关注儿童青少年视力状
况， 将预防关口前移， 实现早监
测、 早发现、 早预警、 早干预，
做好儿童青少年视力全周期管
理。 学校要努力培养学生自我保
护眼睛的意识， 严控书面作业总
量 ， 合理分配使用电子产品时
间， 降低学生的用眼负担， 同时
要保障学生户外活动的时间量。
家长要指导孩子形成良好的用眼
习惯， 控制电子产品使用， 加强
体育锻炼。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
的希望， 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
他们有一个 “光明” 的未来， 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形成一个多
系统、 立体化的防治体系， 并长
期坚持下去， 为儿童青少年视力
健康保驾护航， 让孩子拥有一双
明亮的眼睛和美好的 “视” 界。

□潘铎印

性格测试不能成为招聘门槛

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普法“微课堂”助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