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只要如实相告，就没了下文

生病之后，全安亮总共花费了近20万元治疗费用。今年

5月，他病情复发，做了射频消融，并开始小化疗。

“这次治疗的效果其实还是挺好的，目前来看，病情稳

定。”国科大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姚庆

华说，对全安亮来说，现阶段就是维持化疗，正常的生活和工

作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全安亮其实对自己的治疗也挺有信心，他行动自如，每三

周独自来杭州做一次治疗，当天往返，“小化疗也没什么反应，

如果我不说，完全看不出（生病）。”

治疗费用成为他现在最大的负担，每个月开支要三四千

元，主要靠父亲打零工赚取。

丢掉第一份工作后，全安亮一直在找二次就业的机会。

“我这个专业在杭州，其实还是有工作机会的，我把简历

挂在网上，接到过不少公司的电话。但因为中间治病，有一年

的空档，用人单位总会问。”

全安亮每次都如实相告。“每次说了，就没有下文了。遇

到三四家公司，都是这样。”

这期间，全安亮曾在老家找到一份同样做软件工程的工

作，对方满意他的经验，没太提及他缺失的一年，侥幸获得试

用机会。

试用三个月结束，快要转正时，病情复发，“我不好意思隐

瞒，就对公司说了。公司说，工作上的事不急，先去治疗吧，其

他事情以后再说。”

全安亮听出了熟悉的话音，只能离开，“本来就是试用期，

也不能怎么样。”

他也曾考虑在老家找一份其他薪水低一些的工作，“我们

这边的工作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元，人家问，我原来工资那么

高，为什么换这么低收入的工作？我又不好意思说谎，就说生

病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虽然理解用人单位，又觉得很委屈

全安亮的遭遇称不上跌宕起伏，每次被拒都是很柔和，甚

至看起来，都是他主动离开。但他经历的无奈，很多年轻的肿

瘤康复患者都有共鸣。

党飞从医学类学校毕业，实习期间查出得了肺腺癌，幸运

的是，还有手术机会。化疗之后，他在家康复一年，然后决定

重新找工作。“我才20多岁，不想成为一个啃老的废人。”

面试第一家单位时，本着诚信为本的原则，他如实填写了

既往病史。“面试的科室主任也对我很满意，谈好各种问题，准

备了资料、完成入职体检。”

党飞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没想到在约定报到前两天，突然

接到HR的电话，告诉他，入职条件不够，之后，科室负责人又

打电话温婉询问了病史情况，说要再研究一下。

“当时就觉得自己通体冰凉，有苦难言吧，只能感谢他们

的通知，然后挂断电话。”

党飞能理解用人单位的考量，但又觉得委屈，“人患了癌

症有什么错呢？康复后也要被歧视吗？”

正是因为此，他在网上发了那个讨论帖。没想到跟帖的人

还不少：有担心入职体检的；有被用人单位发现后拒绝的⋯⋯

党飞最终还是找到了工作，因为他隐瞒了病史。

有人向他请教：入职时，会不会被发现？万一入职后被发

现怎么办？党飞回复：尽量说得含糊些，有些单位不会查这么

严格，如果真的被发现了，那也没办法。

在是否要告知单位这个问题上，感到纠结的不止他一人。

有网友这样回复：站在员工角度，不建议你说，说了基本

不会有公司录用；站在公司角度，我祈祷千万不要有面试者隐

瞒这种重大疾病隐患。

怕丢工作，抗癌协会表彰会也不敢来

今年刚刚 40 岁的肖红（化名）是杭州一家抗癌协会的工

作人员，她本人在3年前确诊乳腺癌，手术后恢复良好。生病

前，她在当地一家不错的大型公司上班。

“我们老板挺好的，一直说让我先去治病，岗位给我留着，

我请假期间，基本工资也照常发，治疗好以后，还让我回去上

班。”肖红是主动离职的，“我不太好意思，而且已经有人接手

了我的工作。”

因为在抗癌协会，肖红也接触过一些患癌症的年轻患

者。“如果找工作，肯定不能如实告知自己的病情。这几乎是

一种共识。”

抗癌协会中，有一位 40 多岁的男性，是一位白血病患

者。生病前，他在一家单位做司机，生病后就离职了。

“治愈后，他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没敢告诉单位自己的病

史。”肖红记得，去年协会要表扬一批抗癌明星，这位男患者名

列其中，“他听说要报材料，还来问是不是要去单位里盖章，如

果是这样，他就放弃了。”

得知不需要经过单位后，这位男司机才放心，但当天的表

彰大会，他还是没露面，而是让自己的父亲代替他来领奖。

肖红的家境尚可，所以不急需挣钱来填补医疗费，但她也

迫切想找一份工作。

“治疗那一年多，平时家人都出去忙工作了，我一个人在

家会胡思乱想，而且总是想不开心的事，人变得越来越萎靡，

感觉和整个社会也脱节了。”

正是因为此，肖红加入了抗癌协会，“找些事情做，让自己

有个寄托。”

实现“与癌共存”，面临比治疗更多的问题

从浙江省肿瘤登记地区全部癌症的年龄组发病率来看，

35 岁后，发病率快速上升。据丁香园报道，全国肿瘤登记中

心的数据显示，20-39 岁年龄组的肿瘤发病率在 2000 年是

39.22/10 万，到 2013 年增至 70.01/10 万，这也意味着，13 年

的时间里，年轻人癌症病发率增长了将近 80%。

从这个角度看，年轻的癌症康复患者这个群体人数并不

少。另外一方面，很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与癌共

存”，而对年轻的肿瘤患者来说，实现这种共存可能要面临比

疾病治疗更多的问题。

全安亮准备过一阵重新开始找工作，治疗和生存的压力

已经容不得他继续待在家里，“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没问题

了，只要不是那种需要长久出差的工作，我应该都能胜任。我

还是希望能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因为已经有经验了。”

他盘算了下，目前他还需要一月一次的治疗，但当天可结

束，应该不会耽误工作。

“不过，无论找什么工作，我应该都不会说清楚自己的病

情了。”全安亮笑得有些无奈。

人患了癌症有什么错呢？
康复后也要被歧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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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全安亮

完全没有想到，离职

之后，想重返职场，

这么难。

他其实非常需

要一份工作。

全安亮的老家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

妹妹和一位 70 多岁

的父亲。妹妹有智

力障碍，生病之前，

他是家里的经济支

柱。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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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病情如实相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软件工程师无奈遭遇求职难

虽然理解用人单位，但又觉得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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