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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35岁门槛”成为
了热议词汇，多位代表委员围绕该话
题建言献策。热议之下，疑问待解。

为什么会有“35岁门槛”

“35岁是目前我国对于国家公务
员招考的最高年龄。”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屈小博表
示，我国公务员职级遵循逐级晋升制
度，设置招考年龄限制是出于对公务
员的培养和成长周期的考虑。

1994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
暂行规定》中报考公务员条件之一为

“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下”；2007年制定
的《公务员录用规定》明确，报考公务
员需满足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
以下”。

据调查，各行各业都存在“35岁门
槛”。许多高校、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
上都标有“不超过35岁”的年龄条件。
据报道，2021年，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

员工平均年龄均未超过35岁，具体从
27岁到33岁不等。有网友称：“我在
35岁之前是人力资源，35岁之后就成
了人力成本。”

如何拆除“35岁门槛”

“以前人们默认35岁以下才算青
年，现在基本扩到了40岁，还有人说45
岁以下都可以算作青年。”屈小博认
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预期
寿命、工作周期都将有所延长，应当逐
渐打破之前对于年龄的固有认知。

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
资本报告2021》显示，从1985年到2019
年，无论是农村、城镇还是全国的劳动
力平均年龄都呈上升趋势。全国劳动
力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8.8岁。

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人员坦言，学习能力是影响
录用35岁左右求职者的重要因素之
一。那么，学习能力是否会随着年龄

显著下降？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全生命

周期的过程。”屈小博认为，学习型社
会是大势所趋，随着技术与知识的更
新，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在面临学习
新知识与技术的挑战，并且各自具有
其优势，年龄不应是一个衡量学习能
力的简单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
卫建议，支持中青年人才的职业培训与
转型。加强社会引导和企业引导，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增加中青年人才培训教
育供给，为其“充电、加油”，更快提升中
青年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

防止更多“门槛”出现

“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都存在着
年龄歧视的问题，因发展阶段不同导
致重视程度有所区别。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愈加重视这个问
题。”屈小博表示，从专业角度来讲，不

建议雇主把年龄、性别之类的群体性
特征设置成招聘门槛，“这样既不公
平，也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我国正致力于纠正社会上的年
龄歧视现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学
历等就业歧视，大力营造公平就业环
境。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着力解
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
题。《“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要
努力消除就业歧视。建立投诉处理
机制和联合约谈机制，及时纠正含有
歧视内容和不合理限制的招聘行
为。健全司法救济机制，依法受理涉
及就业歧视的相关起诉，设置平等就
业权纠纷案由。

“职场人士同时需要增强自身对
于公平就业、依法就业的意识和能
力。”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
俊海建议，面对有些针对年龄的不合
理要求，可以向劳动主管部门和其他
执法机关投诉，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案例
王某是某货运公司的司机，其本

职工作是驾驶货车及维护车辆。某
日，王某将车开到卸货仓库后，由于着
急继续出车，便帮卸货工人一起卸货，
不料被货物砸伤，造成右脚骨折。事
后，王某想申请工伤认定，可公司却认
为，他们没有安排王某卸货，其受伤是
自己导致的，不应该被认定为工伤。

那么，公司的说法正确吗？
分析
公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本案中，王某受伤时处于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王某帮助卸货工人
一起卸货也是完成本职工作的一个环
节，其目的是基于公司的利益，为了更
快地完成下一趟出车任务，其行为符
合用人单位的利益，应当认定其为履
行工作职责而受伤。因此，王某应当
被认定为工伤。（来源：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政务微信公众号）

很多毕业生求职时都会遇到这样的经历，简历投出
去，连个浪花都没有，即便是不合格，也没有收到回复。
投递的简历一直杳无音信确实让人焦虑，那么，是什么
原因导致投出去的简历没有消息呢？

第一种可能是HR没来得及看。毕业生投递简历
后，没有收到回复，最直接的可能是HR没有及时看到。
因为有的用人单位HR处理简历的速度比较慢，要等待
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耐心等待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种可能用人单位不着急招人。有一部分用人
单位不着急招聘新员工，只是挂着几个职位，做简历的
储备。如果遇到用人单位是这种情况，那不回复信息是
很正常的事。

第三种可能是被淘汰了。毕业生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比较多。通常，HR不好意思跟你直说，或者HR
太忙根本没工夫跟你说这件事儿，就通过“沉默”来向你
宣告结果。

那么，毕业生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首
先，不要气馁。毕竟有一些用人单位发布的招聘信息是
挂职位进行的人才储备，所以要调整好心态，平和地看
待这一问题。其次，毕业生需要检查所投递的岗位与自
身能力是否匹配，如果有差距，说明认知定位有错误。
因此，毕业生在投递简历时，要根据
自身的能力和职业规划，确定一个

合适的岗位。最后，吸取此前
的经验，再次投递简历。这时

毕业生要注意，在投简历时要有针
对性，根据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岗位
去填写简历，切记不要海投简历。

（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近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
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脱贫
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进一步部
署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通知提出，要按照稳存量、扩增
量、提质量的要求，推动全国脱贫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务工规模不低
于3000万人，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作
为重点地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失业返贫的底线。

通知明确三项重点工作。一是深
化劳务协作。健全东西部劳务协作和
省内劳务协作机制，丰富拓展东西部
人员输出、技能培训、权益保障、产业
援建等协作内容，促进脱贫人口外出
务工，努力将脱贫人口稳在企业、稳在
岗位。

二是促进就地就近就业。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的优势特色
产业项目，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业；加
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提高以工代赈
项目劳务报酬占比，动员脱贫人口参
与项目建设；推动就业帮扶车间健康
发展、壮大升级，对就业帮扶车间吸纳
脱贫人口给予奖补；依托乡村建设行
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统筹
用好各类乡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其中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弱劳
力、半劳力和无法外出、无业可就的脱
贫人口。

三是组织开展“雨露计划+”就业
促进专项行动。引导脱贫家庭（含防
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新成长劳动力
接受中、高等职业院校和技术院校教
育，发挥建筑、物流、电力等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作用，促进雨露计划毕业生
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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