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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隐形就业门槛⑤
问家庭、量身高、限血型、卡地域

奇葩招聘为哪般？

月销量7000+的外卖店铺，
在平台上展示的门店照片宽敞
明亮，实地探访却是地下室中
深藏的简陋厨房操作间？近
日，“原来外卖店铺照片可以造
假”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议。
照片：看似大门店 实则小作坊

点外卖之前先看一下商家
照片，是不少消费者筛选外卖的
重要参考之一。然而，店铺照片
并不能成为消费者的“安慰剂”。

近日，记者走访了一家店
名为“云南过桥米线”的店铺。
平台登记信息显示，该店位于
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21号，在
平台上展示的照片中，该门店
门面招牌为黑底白字，设计精
致，店内堂食场地宽敞整洁。

然而记者根据地址找到该
店时，却只看到一个简陋的外卖
窗口，其内部明显没有堂食场
地，只有一人身穿厨师服坐在窗
口旁，简易招牌也与平台照片大
相径庭，名称亦不完全相同。

那么，该图片是如何通过审
核的呢？某外卖平台客服表示，
根据审核要求，商家在入驻时必
须提供实体店铺的门脸图和店
内环境图。而对于门脸图的拍
摄要求，客服称：“门头照片和申
请的店铺名称一致就可以。”
品牌餐饮能否逃过“幽灵外卖”？

有网友建议，点外卖尽量
点连锁品牌，至少可以保障门
店照片不会欺诈。那么，选择
品牌连锁是否就万无一失呢？

在某外卖平台上，有多个
商家地址登记为“北京市朝阳

区定福庄北街甲15号院7号楼
三层301”，记者调查中发现，该
地址一楼为一家生鲜超市，此
外并无明显餐饮店标识，然而
不断进出的外卖员暴露了其中
的秘密：跟随轻车熟路的外卖
员乘坐电梯至3层，昏暗的灯光
下楼层被三条通道分割，记者
在这里并没有找到所谓的“301
室”，但每一个走廊两边都是各
类“幽灵外卖”的厨房操作间。

炸串、炒饭、麻辣烫、凉皮、
紫菜包饭、新疆炒米粉……除
各色小吃外，这里还聚集了原
切牛扒、日料寿司、潮汕生腌、
越南粉、滋补炖汤等店名看似
“高档”的外卖店铺，一些店铺
的食物原料已堆积到了门外。

除个体店外，这里的“幽灵
外卖”还不乏曼玲粥店、三米粥
铺、私町Osaka食堂、牛约堡等
连锁加盟品牌。记者注意到，

在外卖平台上，这些店铺有的
不仅提供了虚假的堂食场地照
片，甚至还显示有到店评价。

根据外卖平台上的公示信
息，这些“幽灵外卖”提供的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
一致，来自“北京动冠科达科技
有限公司”。天眼查APP显示，
北京动冠科达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10万元，经营范围包
括技术推广服务、出租商业用
房、餐饮服务、零售食品等，参
保人数仅为2人。
“舌尖上的隐患”应如何监管？

近年来，网络餐饮市场发
展迅猛，也催生了一批忠实的
“外卖族”。然而，与后厨可能
暗藏脏乱差等问题的实体店相
比，连门面都看不见的外卖同
样让人提心吊胆。

根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
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
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
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
“幽灵外卖”长期以来仍难

以根除，成为外卖行业的顽疴
痼疾。平台入驻门槛低、“幽灵
外卖”地址隐蔽等因素，成为市
场监管困难的重要原因。

一名外卖平台的内部人士
表示，“消费者在发现时可以及
时举报，平台会进行核实处
理。”左雨晴（摘自中国新闻网）

暑假期间，各种主题的研学
营迎来了招生高峰。从博物馆
发现之旅到探索自然亲子活动，
再到海外游学项目，研学旅行产
品的主题、范围越发丰富、广
阔。根据行程，研学旅行产品的
价格高低不同，少则几百元，多
则几千元。家长们把钱交
得明明白白，孩子回来后，
有的家长却对研学旅行寓
教于乐的效果产生了怀
疑。“流于形式”“研学内容
安排随意”“路线设计不合
理”等是主要吐槽点。有
家长表示，孩子玩是玩了，
学没学不好说。

研学旅行在我国起步
不早，但发展势头很猛。
研学旅行被认为是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之
一，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推
动下，研学旅行在中小学
生群体中的渗透率快速提
高。2022年，我国研学旅
行人数突破600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研学旅行的
蓬勃兴起，吸引着旅行社、
教育机构、咨询机构等争
相抢滩研学旅行市场。热
闹的表象之下，不能忽略
的事实是，我国研学旅行
市场仍处于刚刚发端且并
不健全的阶段。家长们的
吐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学旅
行良莠不齐、高度分散的问题。

研学旅行值得深耕，当务之
急是使其规范健康、可持续发
展。研学旅行的市场乱象，有一

部分原因是标准缺失造成的。
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标准就有
什么质量。研学旅行的高质量
发展，需要高标准引领。相关部
门需抓紧制定研学旅行的准入
标准、资质标准、产品标准、运行
标准、内容标准等，有了标准，再

依据标准严格监管。
与其他旅游产品相

比，研学旅行以学为主而
不是以行为主，学是中心、
是目的，行是途径、是载
体。现在，研学旅行最容
易出现的问题是“游有余
而学不足”。要实现真正
的寓教于乐，需要完整的
体系包括研学基地、研学
线路、研学教师、研学课
程、研学安全等做支撑。

研学课程开发不等于
简单的旅行线路设计，也
不等于把书本上的知识放
在旅途中讲授，而是需要
结合旅游资源、不同年龄
孩子的认知特点等，在科
学的框架体系下，把知识
和对应的资源串联起来，
让孩子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真正学到知识。研学旅行
有门槛，需要专业的人来
做专业的事。

推动研学旅行高质量
发展，需要坚实的人才基

础，需要行业、企业、院校协同联
动，培养一批高水平研学旅行指
导师队伍，让研学旅行真正有趣
味、有意义、有收获。

张雪（摘自《经济日报》）

家境、血型、地域都能成为

限制条件

“家境良好、恋爱稳定的
人，更容易被录用。”谈起面试
经历，柳正磊（化名）有些气愤，
“问恋爱情况、家庭背景这些问
题让人感觉不舒服，也侵犯个
人隐私，说明企业的用人理念
过于狭隘。”甚至血型、地域、有
无住房等，都能成为一些单位
招聘用人的限制性条件，让人
迷惑又无奈。

今年3月，河北唐山一企
业招聘会计岗时，要求并强调
“一定要A型血”的消息，引发
广泛关注。面对网友的质疑，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
一要求是工作人员自行增加
的，原因是觉得A型血的人员
办事认真，比较适合此岗位。

还有“男子求职被要求需买
房”的消息，也冲上了热搜榜。
杭州市民周先生应聘一家企业
销售岗时，人事经理表示，公司
给出无责底薪7000元加提成的
待遇，但要签订两年劳务合同，
并要在入职第一天买一套房子，
公司出10万元，剩余款项自
付。这让周先生哭笑不得。

一些企业则明晃晃地搞地
域歧视。2019年7月，法学专
业毕业生小闫在一家求职网站
向浙江某度假公司投递了简
历，应聘“法务专员”“董事长助
理”两个职位。很快，小闫就收
到了该度假公司的回复，称她
不适合这两个岗位，原因是招
聘者对小闫的籍贯有偏见。

类似奇葩的用人要求还存
在于劳动者入职之后。前不
久，国内某航空公司提出乘务
员标准体重计算公式为“身高
（cm）-110=标准体重（kg）”，对
于超重10%的乘务员，要求立
即停飞减重。有网友调侃道，
“是因为超重费油吗？服务业

要的是服务质量。”
畸形的用人观伤人也伤“企”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
师程阳认为，在就业压力较大
的当下，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
占据优势地位，“岗位少、人多，
使得各种花式招聘有了可乘之
机。”另一方面，企业招聘往往由
企业负责人和人事部门人员决
定和完成，他们的个人好恶往往
能左右招聘要求和结果。
“招聘本应是招工方和求

职者结合实际、相向而行、互相
成就的双向奔赴。这些奇葩的
招聘要求，折射出用人单位畸
形的用人观，伤人也伤‘企’，不
仅是对部分求职者的不公平和
不尊重，还会损害用人单位的
形象。”有着多年人事工作经验
的陈伟明说。

根据就业促进法，用人单
位招用人员，应当向劳动者提
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
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沈建峰认为，用人单位设置一些
与工作岗位无关的门槛，如因身
高、地域、相貌、星座、属相、恋爱
经历、喝酒能力等，而排斥部分
求职者，涉嫌就业歧视。“至于如
何判断招聘条件是否基于岗位
内在要求，主要看顺利完成这份
工作是否必须具备某种品质，这
需要从客观、正常的经营者或市
场主体的角度进行判断。”

加大打击惩处力度

“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
是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受到
法律的保护，但该权利的行使
必须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框架
内，不能肆意无限扩张。”程阳
认为，不能基于劳动者的外貌、
生肖、籍贯等与工作内在要求
没有必然联系的“先赋因素”进
行筛选，否则就构成了对求职
者隐私权、平等就业权、人格权

的侵犯，也是对法律底线和公
序良俗的挑战。

就业促进法规定，违反规
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面对
奇葩招聘，鲜有求职者进行投
诉或维权。这其中的原因，一
方面是求职者急于找工作，没
有时间和精力去申诉处理，只能
“哑巴吃黄连”；另一方面，大部
分用人单位并不会明确告知不
录用的具体原因，这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求职者的举证难度。

对此，程阳建议减轻劳动
者的举证责任，提高其维护平
等就业权益的意愿，同时进一
步完善现有法律，明确和细化
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惩罚措
施和补偿标准，提高用人单位
就业歧视的违法成本。

沈建峰认为，劳动监察部
门要设置便捷的投诉渠道，畅
通维权路径，同时严格执法。

（摘自《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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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去年为云南农业
大学发布“招生”短视频而火爆
网络的丁同学，近日又因发布
了“续篇”冲上热搜：内容是讲
述学校将种植的各种水果免费
发给学生，“根本吃不完”。

时下，网络上有不少版本
的类似招生宣传视频，有的学
生展示宿舍里“上床下桌”“内
有空调”等优越的住宿条件，
有的学生分享学校“樱花大
道”“班主任博导起步”等师资
力量……虽然有些“土”但接
地气，虽然调侃但诚意满满，
虽无剧本但彰显了以人为
本。这些视频中呈现的学校
给学生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感
受，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
讲，更像是一种“凡尔赛”，一
种学校与学生的双向奔赴。

细看一些类似的招生视
频，有时不免为剧中人捏一把
汗。比如，各色假发打造的非
主流发型以及土味情话般的

插科打诨，加之对学校某些不
足的批评，这些上蹿下跳的
“显眼包”会不会被约谈？然
而，得到的是高校官方账号非
批评、非说教的回应。

这就是学校给予学生的一
种精神关爱：开放、包容、平
等。同时可以窥见一个学校的
格局和态度：让年轻人在自由
的环境中快乐成长。这种宽容
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对年轻人
放任自流。因为在网络走红，
云南农大的丁同学在老师的
指导下，不仅帮网友答疑解
惑，还利用自己的“网红”身份
积极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一份招生短视频往往时
间不长，有的甚至只有十几
秒，却能让人们读到很多画
外音，读出一所学校的文化
内涵和育人导向。没有过多
修饰、繁缛，但多了诚意、自
信，这样的招生短视频，最好
再多一些。 张红雨（资摘）

“花式招生视频”透出宽松与包容

大门店实则小作坊

外卖店铺照片如何造假？

外卖商家上传平台的门面照

片（上）与实际门面照片（下）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