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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棱镜

众说纷纭热点聚焦

疏堵结合 为求职者保驾护航

马桶捅破了所谓精英的焦虑感

随着秋招即将到来，一些线上求职

中介平台一方面制造求职恐慌，一方面

声称有招聘“内部资源”“绿色通道”，推

出名企实习、高价“内推”、内部员工辅

导、“保offer”等项目，收费从几千元到数

万元不等，实际却套路满满——所谓名

企实习只是“线上实习”，在职导师名单

全部为化名，且仅限通过邮件、语音或者

文字的形式进行沟通；实习结束也无法

开具证明，最多给盖求职平台的章；而拿

不到相关企业 offer 可退 60%费用的承

诺，实际上多是招聘门槛低、招聘人数众

多的小企业……

求职路漫漫，对就业方面零经验的

应届毕业生来说，求职过程更加不易。

一些求职中介通过提供相关信息、帮忙

牵线搭桥、传授求职技巧经验等，当好求

职者职业大门的“引路人”，本是好事一

桩。然而，当“竭诚满足求职需求”变成

“画好大饼”后“请君入瓮”，当满心信任

的“好帮手”成了没安好心的“黄鼠狼”，

不仅会加大求职成本，降低求职效率，而

且会影响正常的求职市场秩序。

近年来，各类网络招聘乱象、求职骗

局不时被曝光，从不法分子自我包装、精

准施骗，到借求职平台之力广泛撒网，求

职的“坑”似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辨

识。有些是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节外生枝，

比如被骗取个人信息，被扣留个人重要证

件，被收取报名费、服装费、培训费等，有

些是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比

如只试用不聘用、只签就业协议不签劳动

合同等；还有些则直接陷入了骗局，比如

遭遇虚假招聘、被黑中介套路、受骗进入

传销组织等。此番打出“内推”“保offer”

服务的职介平台中，不少都有正规从业资

质，因此对求职者来说迷惑性更强。

骗局、套路层出不穷，往往是利用求

职者涉世未深、求职心切以及与招聘单位

信息不对称来设诱饵、做文章。因此，保

障求职市场秩序，为求职安全保驾护航，

还须多管齐下、疏堵结合。堵的方面，劳

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求职骗局和套路的

打击和惩戒力度，提高相关平台和人员的

违法成本；疏的方面，用人单位在招录环

节要做到公开透明——只有“萝卜招聘”

和“内推”魅影少了，懵懂的求职者才可能

少一些“走捷径”的念想；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强化正规的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为不

同类型的求职者量身打造精细化、专业

化、标准化的就业服务。

就社会公共就业服务而言，当前国

内这方面服务的覆盖范围仍相对较窄，

针对的大多是失业人员、国企下岗职工

及就业困难群体等。对庞大的毕业生群

体，一些高校虽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但

基本停留于为学生提供招聘信息、提升

总体就业率的层面，忽视了就业理念和

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引导。市场化的就

业服务机构虽是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

但由于缺少法律法规方面的明确规范，

导致其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灰色地带，进

而滋生了不少求职乱象。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求职

路上少走些歧路，少交点学费，本不该是

奢求。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

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

业的导向。当前的就业工作，不仅需要

打出一套给力的政策组合拳，更需要精

准、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支撑。这

一体系越完善和强大，求职骗局和套路

的空间就越逼仄。努力提升公共就业服

务能力和水平，加强针对市场就业服务

的规范和监管，让管家式、保姆式的就业

服务变得稀松平常，不仅是终结求职陷

阱的一把利剑，而且是体现社会治理水

平的重要指标。 （韩韫超）

“90 后”女作家张晓晗在微博上突

如其来地吐槽“马桶堵了”，一句石破天

惊般的“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味”，成

功将自己“作”上了热搜。

在微博长文中，她自称“受过高等教

育”，“住着小两千万的房子”，“做着所谓

人类精英的工作”，“过着所谓top5的生

活”，“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味”，自以

为“和那些暴雨中奔波的人不一样了，但

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越写越气愤的

她，甚至构思了一场复仇大戏：物业十分

钟不来，就报警、找律师、揍楼管，一副穷

凶极恶撕破脸的样子……

不知道作者是如何闻出别人身上的

地铁味的？是不是还能闻出“单车味”“宝

马味”？本来，通马桶也拿来说道就够无

聊了，更无聊的是她东拉西扯的能力，不

愧顶着作家的称号，吐个槽也比别人文化

很多，由一个马桶开始愣是扯出了一段人

生。这篇到处散发着莫名优越感的长微

博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是想标榜自己

高人一等的身份呢，还是想展示自己亲民

的一面？是诉苦呢还是在炫富？

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有时候是因为

思维混乱，表达不清；有时候是因为价值

观混乱，看不清；而有时候则是因为想费

力掩盖什么。比如，她觉得通马桶没什

么，但又在表达其实不是她该干的活，暗

指可耻；一边表达对网友嘲讽的不满，一

面又趁势推介自己的新书。到底哪个是

伪装，哪个才是真实想法，其实明眼人并

不难看出来。

我们生活中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些

人：他们也许光鲜照人，可是在别人的眼

里只是多披了一身华贵的衣服。我也不

知道在作者眼中什么才是社会精英，什

么才是top5该有的样子，但我至少知道，

所谓的精英肯定不是躲在家里骂这个骂

那个，台风天的，大家都很忙，他们有更

重要的事要做，不能指望地球围着你一

个人转。

相信很多人都有着社会精英的优越

感，拿着不菲的收入，可能也有厚实的身

家，穿戴整齐、工作体面，走在哪都有一

种超越芸芸众生的优越感。可是很少有

人会想想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社会精

英，什么才是受社会欢迎的精英。精英

可以跟创新、勇气、担当、责任很多词联

系在一起，但绝对不会跟抱怨、牢骚、排

斥、歧视联系在一起，至少什么“闻出地

铁味”“小两千万”、top5跟是不是社会精

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只是被金钱和利

益嫁接了的精英观念。

这个社会财富有多有少，房子有大有

小，但人格是平等的，每一个遵纪守法的

人都值得尊重，每一个辛勤工作的人都值

得骄傲。不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有真正意

义上的精英意识。地铁味怎么了，节约能

源、绿色出行、很好很健康很精英。

还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吧，多想想

“我为人人”，而不是整天想着“人人为

我”。

（高路）

台风天
不应强制小哥送外卖
超强台风“利奇马”已经走了，有关话题

仍在发酵。媒体报道，前几天一名外卖送餐

员顶着台风和大雨骑着电瓶车送外卖，不慎

触电身亡。媒体调查发现，外卖平台在上海

的不少站点都存在强制配送行为，外卖员没

有选择，若请假或者不接单，将被予以重

罚。这让台风等恶劣天气到底应不应该配

送外卖、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下的从业者权益

到底该如何保护等问题再度引发讨论。

强调极端天气下，外卖、网约车等行业

从业者的权益保障，并不是说像一般户外作

业那般，一遇到某种级别的预警就简单要求

一概停工。但是，至少面对可见的风险，平

台方面不应该片面鼓励员工“冒险”。如不

妨给员工多一点的自主选择权利，像台风天

必须强制配送、不让请假的做法，就应该杜

绝。让人欣慰的是，近两年的台风天气下，

已有网约车平台尝试停止派单。 （何睿）

工伤认定难到底难在哪？

近日，“山西教师加班用餐时猝死，人社

部门4次认定不属工伤”一事在社会广泛关

注下终有结果。8月9日,山西省稷山县人社

局撤销原决定,对段晓康加班时在外用餐期

间因病死亡的情形认定为工伤。

据媒体报道，自《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

来，法院撤销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

要求重新做出认定，但人社部门坚持不认定

工伤的案例时有发生，而法院和人社部门就

工伤认定认识不同的现象更是大量存在。

究其原因，法院和人社部门在工伤认定

方面缺乏沟通是一方面。更深层的问题，则

是法律法规文本相对工伤保险实践的滞

后。比如，现行的工伤认定规则围绕工作时

间和地点制定，但随着外卖员、快递员等职

业的出现，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已远远超过了

这个范围。于是，对于同一个工伤认定申

请，人社部门有人社部门的认识，法院有法

院的认识，是以现实情况为准，还是以法律

条文为准，往往缺乏共识。 （毛梓铭）

“不婚不育”
不必弹也不必赞

七夕刚过，单身话题热度不减。根据国

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去年全国结婚率

（2018年的结婚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仅

为7.2‰，创近10年来的新低。其中最低的

城市上海，结婚率仅为4.35‰。

对此，有人说，“年轻人不婚不育是一种

进步”。理由是，整个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结

婚生子不再是一门必修课。越来越多人认

同那些适婚人群可以自由选择生活状态，确

实算是进步。说到底，对个体而言，婚育是

权利而非义务。

但围绕不婚不育现象的舆论“博弈”注

定会存在。这类争议，映射的也是人类社会

千万年积淀下来的涉婚育规则与伦理的自

然延伸。选择了不婚不育者，可能在很长时

间内都得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 （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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