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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被问“婚育”
性别歧视何时休

在实际招聘过程中，不少求职者面临不同形式的
就业歧视：“只要男性”的性别歧视；拿985、211学校作
为硬性条件的学历歧视；不招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
者的健康歧视；只招35岁以下人员的年龄歧视等。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
业的权利。相关部门多次发文，严禁招聘中含有歧视
性内容。一些用人单位转而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将
求职者拒之门外。

在实际招聘过程中，不少求
职者面临不同形式的就业歧视：

“只要男性”的性别歧视；拿 985、
211 学校作为硬性条件的学历歧
视；不招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
的健康歧视；只招 35岁以下人员
的年龄歧视等。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
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相关部门多次发文，严禁招聘中
含有歧视性内容。一些用人单位
转而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将求
职者拒之门外。即日起，本版推
出《拆除隐形就业门槛》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不久前，即将硕士毕业的张
岚岚在招聘平台上，向一家互联
网企业销售岗位投递简历后，收
到婉拒的回信：“温馨提示，该岗
位工作强度大且需要临时加班、
出差，较适合男性。”

“这种隐晦暗示和‘仅招男性’
有啥区别？”随后，她向该招聘平
台投诉称遭遇就业性别歧视，却
被平台驳回，原因是“证据不足”。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用人单位
不会公开表示只招男性，而是转为
隐晦地暗示女性入职、工作、晋升
过程中的困难，甚至打听婚育状
况，使得就业性别歧视由明转暗。

在和宿舍同学聊起求职情况
时，张岚岚发现大家都被委婉地
问到过婚育状况。

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了一
份 3.9万名职场人士参与的《2023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
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
育状况，远高于男性的 21.5%。

记者了解到，一些用人单位
在招聘启事和招用环节虽没有限
定性别，却在面试等过程隐蔽地

“考察”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并以此作为其能否被录用的重要
因素。甚至，“门槛”贯穿于女性
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什么时候

结婚、生小孩，都成了女性在职场
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谈到职场妈妈面临的晋升障
碍，刘淑君觉得自己很有发言
权。从事会计工作的她，连续三
年被评为部门优秀员工。而从职
员晋升至副部长，她花了 11年时
间，部门其他同事“基本干 3 到 5
年就会获得升迁机会”。“公司总
觉得我孩子小需要照顾，迟迟不
给晋升。”直到小儿子 3 岁后，她
的晋升才被提上日程，但公司同
时给出附加条件，要求“工作时间
尽职尽责，非工作时间也可应酬
和工作”。

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明确
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
就业权利”“不得以性别为由拒
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
录用标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更是归结了 5 类易发生
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并加以禁
止，包括除个人基本信息外，不
得进一步询问或调查女性求职
者的婚育情况，不能将限制结
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

为录（聘）用条件等。
法律层面如此重视且规定

细致，为何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
行为依然不绝？

“上岗前说好适岗三年，不
到半年就生娃，三年生俩。”记者
从工作 13年的HR陈勇口中，听
到了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他
认为，女性就业歧视主要原因
是，企业认为女职工会因生育

“耽误”更多时间和精力，降低工

作参与度和劳动效率，无形中增
加了用工成本。

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研究
会法律专家孟宇平表示，现行的
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相关条文分
散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中，缺乏保障实施机
制，“虽然可以用侵犯名誉权来
起诉存在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
但由于维权成本的问题，实践中
并不容易实施。”

针对就业性别歧视行为，一
些省市明确了行政处罚标准。
在陈勇看来，显性的就业歧视较
易识别，惩处起来也有效果，而
对隐性侵权行为，“仅靠加大惩
处还不能解决问题”。

“对用人单位尤其对中小微
企业来说，追求的无外乎员工队
伍稳定，降低经营风险。相关部
门在加大对就业歧视行为惩处
力度的同时，还应考虑到企业利

益诉求，通过政策引导其规范用
工。”陈勇建议奖罚并用，对严格
落实女性平等就业权的企业加
以奖励，或给予税收优惠、房屋
租赁等方面政策倾斜，提高企业
招用女职工的积极性。

一些用人单位总觉得招聘
女职工会增加负担。上述报告
显示，不少职场妈妈比其他职场
女性更拼，48.5%的受访职场妈
妈每天工作 9小时以上，高于未

婚女性的 34%、已婚未育女性的
39%。54.7%的受访女性认为，推
动性别平等的核心要素是“企业
和社会对生育负担的承担”。而
孟宇平认为，要纠正和防止就业
性别歧视，还应建立合理的生育
成本分担机制，为女性求职者营
造公平就业的良好氛围和环
境。（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

隐蔽“考察”婚育情况

隐形增加维权取证难度

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

归巢青年将新观念带回乡村，新风尚、新婚俗正在成为新潮流

婚事新办简办 为爱“轻装上阵”

不同于父辈入乡随俗的传
统婚礼，如今的新青年们把新风
尚、新婚俗带回乡野，去繁从简，
把更多精力用在创业发展、劳动
致富上。同时，多地也通过发布
倡议书、完善机制等方式广泛开
展婚俗改革，持续推动为爱减
负，守护幸福成果。

没有了“天价”彩礼、豪车迎
亲，也没有山珍海味，取而代之
的是骑自行车带着新娘子“低碳
出嫁”，一场家庭聚会仅限亲朋
好友参加……近年来，越来越多
在城市打拼的乡村新青年将新
的婚礼观念带回乡野，成为倡导
婚事新办简办新风尚的主力军。

“我们要‘轻装上阵’，走上
幸福生活的新起点。”不少归巢
青年表示，他们选择婚事新办简
办，既是为双方家庭减负，也是
为了让幸福回归纯粹。

今年 27 岁的陈舟老家在重
庆巫溪县蒲莲镇农村，大学毕业
后，陈舟一边在重庆主城一家互
联网公司上班，一边等女友张思
倩毕业。2022年底，二人决定返
乡创业，同时把婚礼办了。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村
人，听说我们要结婚，就准备大

办一场。”陈舟坦言，刚开始，他
也想的是自己风风光光地娶，妻
子风风光光地嫁。可创业刚起
步的陈舟手头并不宽裕，家里条
件也有限，妻子也知道他的难
处，双方便各自做起了父母的思
想工作，最终决定一切从简。

“婚礼只是通向婚姻的‘桥
梁’，而双方的感情可以是‘车’，
也可以是‘船’。只要感情到位
了，有没有‘桥’都无所谓。”张思
倩表示，如果为了面子，而伤了
感情，婚姻大概率长久不了。

事实上，随着我国广泛开展
婚俗改革，加之在乡村振兴的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返回农
村，这些返乡青年也把崭新的婚
礼观念带到农村，为爱减负。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屡见
不鲜。在老一辈眼中，结婚是一
项重要的社会仪式，关系着家族
面子和尊严，因此会通过攀比彩
礼金额和婚礼规模的方式来获得
社会认可。

“当结婚变成一场攀比和表
演，不仅给家庭带来负担、给环
境造成负面影响，也让婚俗风气
陷入迷途、给原本纯洁的婚礼增
添了许多杂质。”陈舟表示，不同

于父辈，他们这代人，更愿意把
精力用在创业发展、劳动致富
上，而非无奈地接受入乡随俗的
传统婚礼。

“反正我以后就搞个旅游结
婚，又简约又浪漫。”刚过而立之
年、老家在重庆奉节的冉子瑞
说。记者注意到，在从城市返巢
的青年带动下，骑行山地车带着
新娘子“低碳出嫁”；在草坪上办
一场自己主持的婚礼；婚宴饭菜
以家常菜、健康饮食为主，争取

“光盘行动”以及旅游结婚等新
风尚、新婚俗正在成为乡村婚礼
新潮流。

巫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部分地区炫富攀
比、大操大办、无事整酒等陋习，
巫溪县探索设立“总管讲堂”进
行劝导，制定村规民约予以约
束，并建立了包含符合社情民意
的“整酒禁令”的村规民约。

如今，“婚丧酒席俭办，无事
酒席不办”的观念已在当地得到
了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当前，全
国各地纷纷通过发倡议、立规矩
等方式，推动青年婚俗改革，守
护“幸福成果”。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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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年儿童学习生活中，大部

分焦虑与家长的情绪密不可
分。

杨楠介绍，有一位高中
生的妈妈，一旦孩子成绩不
理想，她便联想到孩子考不
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
一辈子就完了。

杨楠表示，这位母亲表
达出的焦虑，大部分源于还

未发生的想象中的内容，而
非已经或正在发生的现实情
况。

“一旦家长把想象的情
景当成现实，就会产生所谓
的执念，执念不仅会让自己
焦虑，还会通过情绪、语言、
肢体等，传导给身边的人，这
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据《齐鲁晚报》

当下，辅导孩子作业被
很多网友戏谑为家庭关系的
试金石，亲子关系是否和谐，
从辅导作业时的态度便能一
看端倪。很多家长反映，辅
导作业时，最气愤的是孩子
态度上的消极。

“当我告诉大家不要去想
白色的小兔子时，大部分人都
会情不自禁地去想它。”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学生心理健
康促进中心副主任杨楠说，

“很多家长催促孩子写作业
时，会不由自主地说‘你写作
业咋这么磨蹭’‘以后写作业
别拖拖拉拉’的……当此类话
语过多时，会让孩子的思维自
动将‘作业’与‘拖拉’联系起
来，做作业时就会不由自主地
拖拉、磨蹭。”

写作业磨磨蹭蹭

“乖宝宝”突然叛逆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
能吃苦了”“我这个年龄的时
候，门门考试 90+”……生活
中，很多家长会无意识地为
孩子制定严苛的成长计划。

“这些严格按照父母规划
成长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
往往会突然变得叛逆，甚至出

现自残或伤害亲人的行为。”
杨楠说，家长切忌以机器的标
准来衡量自己的孩子。

另一方面，不同年代儿童
成长的外部环境也大不相同，
总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孩子，既
不能让孩子产生共鸣，也不能
激励孩子努力奋斗。

分清“想象”与“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