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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985、211？不要！”“超过35
岁？不要！”“女生？不要！”——招聘信
息中的各种就业歧视信息屡屡见诸网
络。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坚决
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全
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以及相关民
主党派亦对就业歧视问题建言献策。

建议出台《反歧视就业法》

学历是进入职场的敲门砖，但不
少求职者却因没有985、211高校的学
历，而被心仪的公司拒之门外。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招聘严禁限
定高校和学历，应尽快出台《反歧视就
业法》，以专门法的高度对学历、性别、
年龄、地域等就业歧视问题做出立法
规定，同时推动修改和完善《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对学历歧
视和院校歧视等就业歧视进行定性，
并明确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严禁招
聘单位发布含有限定高校类型和学历
歧视的信息，维护高校毕业生和其他
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建议公务员考试
取消35岁门槛限制

“建议保护35岁以上求职者就业

机会”“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
制”……有关求职中年龄歧视的话题
多次登上热搜，年龄限制也成为很多
求职者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指出，在就业
市场上，多数单位将35岁作为招聘红
线，40岁及以上骨干被一刀切、边缘化
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人力资源浪费现
象极为普遍。他认为35岁以上的中
青年是国家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
量，也是支持国家三胎政策，积极应对
老龄化的关键力量，但现在的就业环
境却对这个群体不是很友好。建议多
措并举，修订相关劳动法规、扩大公益
性岗位安置、支持中年人才职能转型、
鼓励中年人才返乡建设等。

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逐步
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蒋胜
男表示，35岁处在就业盛年，“刚毕业
工作几年，结婚有了孩子，父母可能已
经退休，正好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
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门槛限制，将对
全社会起示范性作用，成为社会组织、
个体行为的参照准绳。

建议平衡男女双方的
生育成本

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终期
统计监测报告，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
占比均超过男生。近年来，“高校女大
学生越来越优秀”也得到各方认同。
但在实际的招录中，部分用人单位仍
设置“本岗位只适合男性”等歧视性招
聘条件，许多优秀的女性被性别歧视
绊住了脚。而随着“三胎”等新生育政
策的实施，女性更高质量就业面临也
很多新课题。

针对当前我国女性在就业过程中
存在的难题，全国人大代表邱立成建
议，要加强反就业歧视立法。此外，作
为用人单位的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和
事业单位，应以上率下，成为反就业歧
视、促进公平就业的表率。

全国人大代表杨元庆建议通过
增加男性陪产假天数、增设男性的

“陪产检假的方式，让男性更多参与
育儿，平衡男女双方的生育成本；鼓
励企业对于子女尚处于入托前的女
性员工实行弹性工作制，在保证 8
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允许弹性工
作时间，便于平衡工作和育儿。同
时，他建议拓宽生育保险基金的筹
资渠道，引入社会力量，扩大基金规
模，使生育保险基金不仅能支付产
假的工资，也能覆盖生育假期间的
生育津贴。

案情
李某于2018年10月入职某公司，

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21
年1 月，李某在工作时被掉落的物料
砸伤，被当地人社局认定为工伤，经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
残。李某出院后，公司表示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已到期，解除了与李某的
劳动关系。公司的做法合理吗？

解析
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

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
级、六级伤残的，保留与用人单位的

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
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
月发给伤残津贴。经工伤职工本人
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
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本案中，李某被鉴定为五级伤残，
即使双方合同到期，但未经李某本人
同意，公司不能单方面解除与其的劳
动关系，而是应尽可能为李某安排适
当的工作，或是按月发给伤残津贴。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
务微信公众号）

3月7日，58同城、赶集直招发布
的《女性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22年
1—2月，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为女性求职投递热门行业，其
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幅显著。

从城市选择来看，2022 年，重
庆、沈阳、成都、北京、武汉、哈尔滨、
长沙、昆明、南京、兰州等城市均为
女性求职热门城市。其中北京、重

庆求职投递同比增幅较高，分别为
81.67%、57.95%。作为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的北京对女性求职者仍有较
强的吸引力，成为更多女性就业的
首选。

薪资水平方面，多数女性期望月
薪为 3000~5000 元，占比为 50.25%，
超30%女性求职者期望月薪在5000
元以上。 （本报综合）

“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
工厂”——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小康
集团董事长张兴海的这条建议冲上热
搜。他表示，近年来，外卖、电商、网络
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很多
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导致产业工人
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他建议政府、
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鼓励支
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缓解制造业
招工难问题。

作为一位来自制造类企业的代
表，有这样的担忧、提这样的建议，无
疑是基于一定的现实考量。张兴海提
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制造
业人才缺口 2200 万，近 5 年平均每年
150万人离开制造业，而与制造业劳动
力流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快递从业人
数突破1000万。

事实上，制造业缺工的问题由来
已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
布 2021 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
职“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有 43
个职业属于第六大类职业——生产制
造及有关人员。自 2019 年第三季度
该排行发布以来，制造业类职业占比
一直较高。

今天，“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
人有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上述热搜
新闻下，有网友的点评具有一定代表
性，“送外卖相比于进厂，身体上比进
厂累，精神上比进厂不那么累，还相对
自由，也算是多劳多得”。

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岗位，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会有不同的职业
追求、对一份更好的工作会有不同的
定义。

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选择从事制
造业，就需要切切实实增强制造业的
吸引力。薪资待遇的提高、劳动条件
的改善、劳动保障的完善、成才空间的
拓展，都是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吸引
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年轻人感到进
工厂当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是一件挺
体面的事，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制造业
的缺工问题。

对于快递、外卖、直播这样的新
就业形态，在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
同时，也应该在劳动保护、技能提升、
成长空间上有所改善。好在有关方
面正在顺应现实需求，着力做出相应
的制度安排。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去年底发布《网约配送员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将网约配送员职业分
为五个等级，明确了各等级需掌握的
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让
网约配送员拥有更加清晰的职业发
展通道。

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因为缺工而
引发跨产业间在福利待遇、工作环
境、劳动保障方面的比拼，倒是件好
事。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传
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能读懂当下的
年轻人，了解其多层面需求，切实提
高岗位的吸引力，才是能招得来人、
留得住人的关键，才是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的关键。

只要清北、985、男生？

代表委员为反就业歧视发声
■ 任 靖

零售业、商务服务业
成女性求职热门行业

“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何以冲上热搜

■ 蒋 菡

举案 法

五级伤残职工的劳动关系
不可随意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