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6

·评论·评论
2023.1.6 星期五 责任编辑：吴秀笔/版式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刘宁宁

新闻报料
扫二维码

新闻报料
扫二维码

小时记者帮小时记者帮

从曾经的“谈阳色变”，到如今的“以阳

为荣”，这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或许距

离短得你想象不到。

宁波市总工会官方微信“甬工惠”近日

发文，提醒应聘者和用工单位：企业招聘称

“阳过优先”“阴的不要联系”，那么该操作

涉就业歧视！

“甬工惠”列举了近期发生的几起案

例：如北京一餐饮公司的招聘广告宣称，

“优先招聘新冠康复者”；河北石家庄一酒

店招聘前台人员的招聘信息中写明，“阳过

的优先考虑”等条件；甘肃兰州一餐厅则把

“阳过或正在阳者优先”写入后厨招聘信息

⋯⋯类似相关“阳过的优先录取”等招聘条

件，在社交平台、招聘信息公众号上出现，

被指涉嫌就业“反向”歧视。

很显然，反向歧视也是歧视。“阳过的

员工”这种条件设定，对于“未阳过的员工”

就是一种不平等。只不过这剧情反转得如

此之快，让人猝不及防。这也正应了那句

著名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

快。

在此之前，“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

不要”等言论，一度十分流行。这种专门针

对新冠康复者的就业歧视，或许有其可以

理解的原因：企业曾担心就业者“复阳”，但

现在反过来了，企业就怕就业者“不阳”。

反正大部分人迟早要阳的，而且现在似乎

很多人已经阳过了，那么招了一个未感染

的，到时候阳了还要请假，不如直接招个

“阳过”的。

这波操作，貌似匪夷所思，令人哭笑不

得，其实背后是一种成本计算。这与某些

企业招聘女员工要求已育的道理如出一

辙。企业招聘宣称“阳过的优先”，其用意

不过就是用人单位，不愿意员工招聘进来，

上班阳了还要请假。其最终目的，是想借

机将阳的成本转移给劳动者个人。这种

“优先”的逻辑，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考量。

当然，从“阳过的不要”到“阳过的优

先”，板子不能仅仅打在部分企业身上。虽

然企业前后两种态度，看上去是“正反”两

面，但这种歧视，基本上都拿了身体健康说

事，说到底是源于对疾病的恐惧。时至今

日，无论从科学防疫，还是从就业权利而

言，都是观念和认知误解带来的焦虑所

致。而这种焦虑，是长时间的疫情带给人

们的一种精神灼伤。某种程度上，这是一

种社会心理导致的后遗症。

现在我们知道，新冠能治愈，被奥密克

戎“阳”了，也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不能让

“阳”与“不阳”引发的歧视，成为反复发作

的后遗症，再来困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

个人。

“阳”与“不阳”，都不应成就业歧视

真 正 的 高 层
次 人 才 最 看
重的，是一个
城 市 能 为 他
施 展 才 能 营
造 的 舞 台 。
真 想 吸 引 人
才，就该在这
些 方 面 多 下
下工夫！

近日，网传黑龙江某地高铁站现“高层次人才候

车区”，引发网友热议。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该站确有

该区域，进入需持有政府下发的“高层次人才”相关认

定证件。

不禁想起了两年前，西安一家医院贴出的“高层

次人才优先就医”告示。类似这样的招数，不管他的

本意是否真的是为了吸引人才，但总是显得格外刺

眼。不少网友质疑：难道看病坐车，也要分出三六九

等？

实际上，设置“高层次人才候车区”毫无意义，因

为它本身就是多此一举。正如当地有关人员回应的

那样：车站人流量不算太大，设置专门的候车区并不

会影响其他旅客候车，也不会影响其他旅客乘车。既

然乘车资源并不紧张，既然候车环境都还不错，没有

那迫切的现实需要，高层次人才又何必顶着旁人异样

的眼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体弱的老人和哺乳的妇

女面前，去享受这个特权？既然没有实际意义，却硬

要设这么个专区，很显然，形式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

义。

相对而言，该高铁站的做法还不算最出格，有些

地方的所谓人才政策更让人心生反感。比如，有的地

方规定：人才看病购药可以走绿色通道，人才子女上

学可以照顾分数，甚至还有违章停车也不处罚的潜规

则⋯⋯类似做法显然违反公平这个大原则。这些向

“高层次人才”示好的政策，给人的感觉就是玩过了

头，实质是拿着公共资源念歪经。

并不否认，一些领域高层次人才确实有贡献，给

他们以适当照顾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破坏公平原则

乱开先河，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各地都以吸引人才

为由，搞人群分等级分层次，那么各种特权主义和不

规范的分层次操作，就会想尽方法出现在各个领域，

会更加撕裂社会和谐和民众对幸福的感知。

其实，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最看重的，是一个城市

能为他施展才能提供多大的舞台，这比那些花哨的安

排更有吸引力。如若真的想吸引人才，那么就在这些

方面多下下工夫吧！

吸引高层次人才
少些形式多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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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奥 密 克 戎
“阳”了，也不
是 那 么 可
怕 。 不 能 让

“ 阳 ”与“ 不
阳”引发的歧
视，成为反复
发 作 的 后 遗
症，困扰社会
生 活 中 的 每
一个人。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两 个 男 孩 闯
入 或 许 只 是
出 于 玩 闹 。
因 此 对 于 该
事件的处理，
理 应 是 大 事
化小，小事化
了 。 双 方 各
退一步，就能
和 谐 化 解 矛
盾。

1 月 4 日凌晨，一名女性网友发文称，3 日晚在某试衣间换

衣时被男孩偷窥，在事后交涉中又遭到了该男孩家长的辱骂，

并被抢夺手机。事件一出，迅速引发关注。

5 岁男孩在试衣间试图闯门掀帘“偷窥”女子，这固然不

对，但该事件问题的焦点，显然不在“男童掀帘”是不是“耍流

氓”的问题上。男孩毕竟年幼，不该拿成人的道德尺度去衡量

判别一个孩子的行为。这一事件凸显的问题，是家长对孩子的

管束缺失，以及双方产生矛盾后如何体面地解决问题上。

男孩试图强行推开帘子，进入陌生人的公共试衣空间，这

显然是没有礼貌和缺乏管教的表现，说到底是家长的问题。商

场中的试衣间通常有很多房间，其中既有属于公共空间的廊

道，也有涉及个人隐私的私密试衣间。在这个共享空间内，不

能放任孩子不管，任由孩子强行闯入其他试衣间。

关键是，出现问题后，家长没有第一时间管束说教孩子，向

她道歉，却选择一味“护犊子”，还对她恶语相向进行辱骂，并夺

取她的手机。这种蛮横无礼的行为，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当然，目前关于该事件，我们还只能听到女网友的“一面之

词”，没有看到涉事家长的回应，无法全面客观地判断整个事件

的是非原委，但就目前媒体报道来看，还是反映了不少共性问

题。

事实上，因为孩子问题，引发家长冲突或者引发成年人冲

突的事件不在少数。此前，有一 3 岁孩童在一辆从大连开往北

京的高铁上吵闹，就曾引发一位年轻乘客的不满并进行劝阻。

没想到，他的好心规劝却引发了多位与孩子同行家长的轮番

“攻击”。此事被曝后也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从孩子之间的玩闹到引发成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有一个将

问题放大的过程。孩子毕竟是孩子，玩闹也毕竟只是玩闹。问

题的冲突一旦上升到成年人层面，性质也就不一样了。

就该事件来说，两个男孩闯入的目的或许只是出于玩闹。

因此对于该事件的处理，理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受到惊

吓的女子多一分对孩子的理解与包容；孩子家长及时认识到孩

子行为的不当之处，予以制止、教导，并积极同女子沟通道歉。

双方各退一步，就能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和谐化解矛盾。

在那样一个场合，公然地攻击辱骂一个本就受到“伤害”的

人，只能在公众面前让自己“受辱”。这样不仅做出了错误的示

范，更失去了一次对孩子施教的良机。

孩子行为背后
藏着父母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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