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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桂灵

“最多的时候，一天面试了 3 家，但

都因为年龄被拒了。”春节过后，来自长

春的杨立华再次加入求职大军，37 岁的

他因为“超龄”吃了不少闭门羹。正值

春招时段，多个招聘平台的信息显示，

确实有不少企业将 30 岁作为招聘年龄

上限。这也让一些劳动者感叹，“职场

的35岁中年危机提前了。”

近年来，“35 岁成职场荣枯线”曾遭

遇社会质疑和舆论诟病，但纵观今年的

招聘平台，不少企业却将 30 岁作为招聘

年龄上限。难怪人们会感叹“中年危机

提前”，更有应聘者吐槽：“不管是线上

求职，还是在线下的人才市场，明显能

感到用工单位对年龄的要求越来越严

苛。”设置年龄门槛固然有“岗位需求”

的说辞，但更多时候却折射出一种年龄

歧视。这是必须依法矫治的就业市场

乱象。

职场聘员工不是剧场招演员，不必

过分在意颜值和年龄，更不能仅指望靠

员工吃“青春饭”而发展壮大，而应把求

职者的德行与能力放在首位。也许，对

于那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企业会担

心年龄大的员工体力跟不上、熬不了

夜，而年轻人有冲劲，没有家庭束缚，能

更好地冲业绩、搞创新。特别是在一些

新兴行业比如互联网企业，在工作中习

得的技能和经验并不重要，提升职业技

能的方式不完全靠时间积累。这无疑

会让已拖家带口的中年人在企业眼中

的“性价比”略显劣势。

不过，这并非是绝对正确的职场判

断，更不是以 30 岁为限的招聘理由。事

实上，“30 岁+”不过是刚过而立之年的

最佳工作年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缺

失上进心和创新力，且与职场新手相比

更具经验老到、技术熟练、阅历丰富等

诸多的优势。以 30 岁划线既不科学、也

不公平，更缺乏人情味。尤其在人口红

利趋减、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对招聘

设置“年龄门槛”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

理开发和充分利用。拆掉招聘“年龄门

槛”，有利于企业招揽人才、赢得口碑、

做大做强，避免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同时，设置“年龄门槛”也损害了劳

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根据我国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用

人单位招用人员以及职业中介机构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必须向劳动者提供平

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

实施各种就业歧视。这里虽没有明确

将年龄歧视列为就业歧视，但为反就业

年龄歧视预留了法治空间。

鉴于职场中的年龄歧视频发且渐

趋严苛，为进一步维护劳动者的公平就

业权益，特别是确保为中高龄求职者争

取平等就业机会，建议国家在完善相关

立法时，在“反对基于民族、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不同而进行歧视”的封闭列举

中，明确加入“年龄歧视”的列举，以方

便现实中的执法与维权，同时也为企业

招聘中的“年龄设限”亮起红灯。

规避职场现实中的年龄焦虑，劳动

者也要保持自身学习能力、不断“上新”

技能，企业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层

面要引入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通过职

业培训、社保补贴等方式，引导用人单位

在用人和招聘时不将年龄作为门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2 月 7 日
通报 2022 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
示，2022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 2200 余
件，处分2300余人。

新华社 曹一 作

程晨

江苏常州的徐某为给家人和朋友

祈福，从刘某处购买 9.04 万元的鲇鱼

“放生”到长荡湖。谁知放生的鲇鱼大

量死亡，渔政部门耗时 10 天才完成打

捞，且仅打捞到 2.02 万斤，还有近 5000

斤鲇鱼流入长荡湖。徐某购买并“放

生”的革胡子鲇是一种繁殖能力强、性

情凶猛的外来物种，会对长荡湖水生态

造成威胁。据悉，徐某已缴纳 9 万余元

应急处置费。

“放生”本是为了行善祈福，不料不

仅自己破财，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

坏。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人在村

庄“放生”毒蛇，威胁村民安全；有人养

外来物种巴西龟、鳄雀鳝等当宠物，不

想养了便“放生”到河湖、池塘中，造成

生物入侵风险⋯⋯放生，表达的本是爱

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愿望，为何却

屡屡导致危害生态平衡、威胁居民安全

的结果？这与一些人生态常识缺乏、法

律意识淡薄脱不了干系。

为杜绝此类行为，需要普及科学和

法律常识。盲目选择“放生”的物种、地

点，可能造成“放生”动物死亡、“放生”

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甚至使入侵物

种在自然环境中扩散。如此“放生”并

非善举，而是不负责任，“放生”变杀生，

行善成伪善。至于这种行为导致的法

律责任，长江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生物安全法、刑法都有相关规定。如生

物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

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

物种。刑法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

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近日，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审理

并当庭宣判：被告徐某、刘某对非法放

生造成长荡湖渔业资源直接损害、生态

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

能损失、惩罚性赔偿以及专家评估费共

计人民币 5.8 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早在审理中，

相关词条就登上微博热搜，并被多家媒

体报道。相信此番宣判后，他们的前车

之鉴能对一些盲目“放生”的人起到警

示作用，相关报道和科普信息也能更好

地引导放生行为走上科学的道路。

为规范相关行为、保护生态环境，

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近日，相关

部门公布了首批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

种供应基地和公众定点放流（放生）场

所，以引导社会公众购买合规来源的水

生生物苗种并在指定地点开展放流（放

生）活动。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人民生态意识、生态素养不断提

升。希望在各地各部门以及广大公众

的共同努力下，放生这种朴素的愿望在

未来能够得到更为科学的表达。

破除职场年龄焦虑亟需立法保障

监督检查

放生，朴素愿望应有科学表达

3D眼镜由观众付费？
影院要算长远账

唐山客

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热，但也有一

些消费者在观影时发现，看 3D 电影时，有

些影院并不提供免费的 3D 眼镜，需额外

购买或租赁。某网络投诉平台上，针对影

院没有免费提供 3D 眼镜的投诉达到 244

条，其中2023年1月的投诉量较2022年12

月份投诉量环比增长 126.6%，占到总量的

15%。在多地影院现场，不少观众也对 3D

眼镜付费表示不解和不满。

3D 眼镜是观看 3D 电影的标配，消费

者到电影院看 3D 电影，离不开 3D 眼镜，

就像到饭店吃饭离不开碗筷等必备餐具

一样。且 3D 电影的票价往往要高于普通

电影的票价，其价格中应该包含 3D 眼镜

等观影设备的服务费用。提供 3D 眼镜与

提供座椅、屏幕、灯光、场地等服务的性质

相同，都包含在电影院服务的总范畴中。

也就是说，不论是基于以票价为主要

内容的观影合同（电影票），还是基于 3D

电影的特殊性质，电影院都有向消费者提

供 3D 眼镜服务的义务。一些电影院要求

消费者以购买、租赁的形式自行承担 3D

眼镜的费用，构成重复收费，转嫁了本应

由己方承担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负

担。

电影院单方面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

3D 眼镜费用，属于格式合同或格式条

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

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

强制交易。电影院的 3D 眼镜付费模式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设定的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具备了违法格式合同的

主要特征，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法

律上当然站不住脚，没有效力。

近年来，业内对 3D 眼镜付费模式存

有一定的分歧，一些电影院曾相继推出过

3D 眼镜付费模式，但也有不少电影院始

终坚持免费提供模式，由此，也产生了不

少消费争议。针对这种消费争议，早在

2019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微博就关注

了“看 3D 电影要自费购买 3D 眼镜”问题，

并作出表态，认为该行为是影院自行将自

身应当承担的服务义务拆分开来，转嫁给

消费者，属于典型的“不平等格式条款”，

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消协给电影院的 3D 眼镜付费模式

定了性，划清了法律红线和经营者义务的

底线。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依法跟进，从

监管的角度给电影院的 3D 眼镜付费模式

作出定性，用行政约谈、立案查处、责令整

改等方式规范电影院的经营行为，为消费

者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观影消费环境。

对此，影院业界更需认真反思。疫情

三年多来，国内电影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而随着新冠病毒感染改为“乙类乙管”，随

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电影市场迎来

了快速复苏的势头，电影院等业内经营主

体应格外珍惜。在电影市场复苏的关键

时刻，如果电影院急功近利，把 3D 眼镜等

设备的服务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增加消费

者的观影负担，很容易产生消费推离效

应，引发消费群体的流失，导致消费者观

影体验的下降和评价的降低，影响电影市

场的复苏和发展。

电影院该算清发展的大账与长远账，

守住诚信底线和法律底线，用责任保障服

务的全面性、公平性，合理确定消费者的

权利义务，提升服务的质量，赢得消费者

的信任，这也会为己方赢得市场口碑，赢

得发展的空间。

漫画 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