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大学生简历被打开 3分钟就因性别被拒
公司被判赔精神损害 3000元

某企业的招聘要求中未限制
求职者性别，却以“招男性”为由
婉拒女性求职者。

4月 9日，记者从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获悉，此前，法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最终判决
涉事公司赔偿女性求职者精神损
害赔偿金 3000元。

上海浦东法院介绍，小丽（化
名）是某大学应届毕业生，一次
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上海某公司
发布的“法务专员 / 助理”职位
与自身条件十分匹配，且公司对

求职者的性别未作要求，于是她
投递了简历。然而，令小丽意想
不到的是，根据网络招聘平台的
系统显示，公司在浏览简历的 3
分钟后就回复称“简历未通过筛
选”。感到疑惑的她主动询问原
因，公司表示“我们想招一位男
同志”。

小丽认为，该公司以性别作
为筛选条件，属于无正当理由的
差别对待，侵犯了她的平等就业
权，构成就业歧视，于是诉至人民
法院。公司辩称，该岗位最终录用

的是女性，不存在歧视，至于“招
男性”的说法，是为了化解小丽未
被录用所带来的不适感。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司筛
选求职者时，不应以性别为由拒
绝录用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
用标准，遂对公司的解释不予采
信。最终，法院支持了小丽的诉讼
请求，判决公司赔偿小丽精神损
害赔偿金 3000元。

●说法
上海浦东法院法官黄鼎锋介

绍，平等就业权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用人单位在享有自主用工权的
同时，应保障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机
会。女性依法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就
业权利。本案中，公司以“我们想招
一位男同志”为由拒绝小丽的求职
申请，意为因小丽为女性而无法通
过初筛继而被聘用。公司在公示的
任职条件之外，额外设置性别门
槛，对女性求职者区别对待，已构
成对小丽平等就业权的侵犯，应依
法承担侵权责任。

□李菁
澎湃新闻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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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 19日，对于湖南
衡阳 90后女孩王婷来说，是她生
命中最为黑暗的日子。相恋多年
的男友曾志遭遇车祸，被夺走生
命，并留下高达 60万元的债务。
身边的亲朋好友纷纷劝她：“这是
曾志的债务，你们还没结婚，没有
义务去承担这些。”但王婷的心中
却有着自己的坚守，她深知，这些
债务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期
待与信任。她在心底暗暗发誓：
“曾志虽然走了，但我不能让他背
负着失信的骂名离开，我要替他
把这些债还清！”

为了筹集资金，王婷先后前
往云南、广州等地。半年时间，她
风餐露宿，四处奔波。付完工人工
资、各类款项后，王婷多年积蓄 20
多万元很快花完了，但债务依然
还有很大缺口。无奈之下，她又四
处找朋友借了 6 万多元……终
于，成功还清了曾志的所有外债。

债务还清后，王婷本可以选
择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然而，
她又承担起照顾前男友家庭的

重任。曾志的母亲在失去儿子
后，精神几近崩溃。王婷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她不仅自掏腰包
为曾志的母亲购买了养老保险，
还每年都带着老人外出旅游，让
老人看看外面的世界，舒缓心中
的悲伤。在旅途中，王婷总是细
心地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为
老人拍照留念，亲如婆媳。曾志
的父亲患有心脏疾病，每当老人
住院，王婷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医
院忙前忙后。

2020年，王婷也迎来了自己
人生的重要时刻———结婚。婚礼
现场，温馨而浪漫，亲朋好友们都
前来送上祝福。曾志的父母也出
现在婚礼现场。当王婷看到他们
时，眼眶瞬间湿润了。她快步走上
前，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声
音哽咽地说：“在我心里，你们一
直都是我的爸爸妈妈，今天，我结
婚了，我有六个爸爸妈妈，你们都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场的
宾客们无不为之动容，掌声雷动。

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中，不

少人对王婷的行为表示不解，甚
至还给她贴上了“挖野菜的王宝
钏””恋爱脑典范”等标签。

4月 14日，衡阳县妇联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王婷帮前
男友还债的事情，她之前也没有
主动提过。 针对网上的舆论争
议，她表示：“觉得是正能量的就
可以去做，随便别人怎么说。”该
工作人员还称，王婷原生家庭不
是很好，但她能吃苦，很善良，热
衷公益事业，“上个月还资助了一
个学生一万块钱”。

邹红辉等
掌上衡阳、九派新闻

4月 13日、15日

从法律视角审视，王婷的举
动完全超出了义务范畴。王婷与
曾志仅仅是情侣关系，她既非法
定继承人，也没有为债务进行担
保，她完全不用背上这样的经济
重担。但王婷却选择了更难的那
条路，她凭借自身努力，四处奔

波，不仅还清男友留下的 60万元
债务，还悉心照顾男友父母，和他
们相扶相携，一起走出至爱之人
离世的阴影。她的善良和担当令
人钦佩动容，信义之举映照出她
内心对挚爱的珍视，对诚信的坚
守，对情义的坚守。

从多个角度来看，王婷主动
还债的行为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债权人来说，当初借钱赊账
肯定也是希望能收回，债务人离
世后有人主动还钱，减轻了他们
的经济负担，有力维护了社会诚
信；对于曾志的父母来说，王婷的
关心和照顾如同一束光，给予他
们温暖与希望，安抚了他们的丧
子之痛；对于王婷自己来说，她愿
意为男友承担生前债务，肯定是
因为两人曾经真心相爱，她不愿
爱人背负失信之名。在为逝去爱
人尽责的过程中，她也得到了情
感上的慰藉，留下了对真挚爱情
的纪念。

□石平
极目新闻 4月 14日

五卅运动：反帝怒潮由上海席卷全国

“今朝我们工人真正翻身了！”

正法

20世纪初，上海工友们目

睹一位 14 岁女工遭受毒打而

死、却又得不到任何补偿的遭

遇，满含同情与愤怒地写了一封
《告全场工友书》：“难道我们让

资本家和走狗们这样来压迫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死，我们要替死

了的工友报仇！我们要团结起来

为自己的生命争得保障！”

湖南衡阳女生替去世前男友还债 60万
法度

1949年 12月 15日，废除“抄身制”当天，工人们兴高采烈地走出工厂大门。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俞创硕摄

1936 年 6 月《光明》创刊号
上，刊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
《包身工》。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向
世人揭露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悲惨
境遇：在上海的纱厂里，有一群包
身工，她们被隐匿在城市的浮华
背后，被追求暴利的资本家和黑
帮势力“敲骨吸髓”，遭受着非人
的待遇。这一社会丑闻，让无数
读者深受震撼。而此作品的创作
来源，则是 20世纪 30年代的上
海杨树浦。

14岁女工命丧英商纱厂
近代纱厂女工一般每天工作

时间有 12小时之长，大多数工人
都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有
的女工不慎被铜板烫伤，甚至被
机器轧伤毙命，最后只会被潦草
“处理”，很难得到妥善的补偿。各
纱厂各部都有组长，其职责就是
监督工人们干活，加快进度；门口
还有印度巡捕警戒出入，进出门
都要“抄身”（新中国成立前工厂
里资本家对工人进行人身搜查。
———编者注）。女工们平日里像机
器一样不停地干活，一旦有过失，
就可能受到鞭打或者减薪，甚至
被罚免费做半天或者数日工。一
些品行恶劣的领班和组长，对女
工更是处处刁难侮辱。这些人也
被叫作“拿摩温”（Number One）。

英商怡和纱厂开办于 1896
年，是上海第五毛纺织厂的前身，
也是上海开埠后外商在沪开设的
第一家纱厂。“40号”是一个命丧
怡和纱厂的 14岁女工，工友们目

睹“40号”遭受毒打而死、却又得
不到任何补偿的遭遇，满含同情
与愤怒地写了一封《告全场工友
书》，书中字字皆血泪：“难道我们
让资本家和走狗们这样来压迫
吗？我们现在还没有死，我们要
替死了的工友报仇！我们要团结
起来为自己的生命争得保障！”面
对血的教训，怡和纱厂建立了自
己的工人纠察队，并多次举行罢
工，还曾经在工人武装起义中配
合北伐军挺进上海城区。

1925 年初，王根英（1927 年
与陈赓结为夫妻）作为怡和纱厂
第一任工会主席、共青团支部书
记，同几个支委研究讨论了形势，
认为工人群众的愤怒之火已经点
燃，时机成熟，可以发动群众斗
争。一个月后，由团支部组织的
反对洋大班克扣工人工资而举行
的第一次罢工斗争爆发，很快得
到全厂 7500多名工人的响应。英
国大班哈尔波闻讯胆战心惊，慌

忙下令镇压罢工，将王根英等几
名罢工领头人抓走，关在杨树浦
巡捕房内。共青团员们见王根英
等人被捕后，立即动员六七百名
工人群众，将巡捕房团团围住，坚
决要求将王根英等释放出来。经
过工人数次抗争，洋大班只得推
派代表同王根英等谈判，并接受
工人提出的条件。

“三罢”斗争：全国近 500个
城镇响应

1925年 5月 15日，上海日
商内外棉七厂的枪声响起。22岁
的工人领袖顾正红因组织罢工抗
议日本监工暴行，身中多弹倒在
血泊中。这位共产党员临终前仍
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起来，斗
争到底”。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
国人民积郁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
略的怒火。5月 30日，上海公共租
界的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向抗议人

群开枪，造成 13人死亡、数十人重
伤，史称“五卅惨案”。次日，上海总
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宣布
总罢工。至 6月初，上海 20万工人
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
人罢市，形成“三罢”斗争高潮。全
国近 500个城镇响应，北京、广
州、汉口等地爆发大规模示威，反
帝浪潮席卷全国。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了
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
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
科，数十万人示威游行，并为中国
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
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五卅运
动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大规模领导
群众运动的成功实践，沉重打击
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
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
序幕。五卅惨案后，为支援上海工
人斗争、打击英帝国主义在华势
力，自 1925年 6月到 192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省港
大罢工。1926年 10月，中共广东
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
的变化，宣告罢工胜利结束。

1949年，“抄身制”正式废除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些纱

厂的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
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
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与这些纱
厂经理谈心，陈毅说：“老板把工
人当奴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
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
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
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
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
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
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
人们热烈庆祝。纱厂经理们后来惊
异地发现，车间里的原料和产品不
仅不丢失了，而且每公斤棉花的出
纱率比以前提高了。

1949 年 12 月 5 日至 11 日
召开的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上，时任劳动局局长马纯
古在报告相关议题后，临时动议，
向大会正式提议废除抄身制。陈
毅、刘长胜（时任上海总工会筹委
会主任）当场表示赞同。女工代表
施小妹上台讲话，表达了发自内
心的拥护。在热烈的气氛中，会议
一致通过了废除抄身制的提议。

2024年，上海市总工会、上
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启动了面向
社会各界的史料征集。其中，马纯
古的儿子马云飞向上海市总工会
捐赠了一张 76年前的《劳动报》

和 20余件照片、文件、书籍等丰
富史料，展示了 20世纪 30年代
上海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在这
张由马云飞捐赠的报纸中，报道
了“抄身制”在各纱厂逐渐废除，
厂里张灯结彩，扭秧歌、放鞭炮的
喜庆景象，工友们称“这是几十年
来没有的喜事！”“今朝我们工人
真正翻身了！”文章评论道，“抄身
制的废除，说明了工人是这个厂
的真正主人”。

姻编后手记
今年是五卅运动爆发一百周

年。4月 4日，上海市黄浦区、普陀
区、静安区在五卅运动纪念碑前举
办了纪念五卅运动一百周年“清明
祭英烈”主题活动。同时，三区红色
文化传承弘扬联动交流展示系列
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特别推出了
CITY WALK“百年工运红色线
路”，将三区与红色工运相关的 12
处革命旧址、纪念设施串联起来，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深度了解红色历
史的打卡新路线。黄浦区介绍，本
次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交流展示系
列活动将持续至 2025年底。
（本版有删节）

□李嘉宝柴一森徐鸣
张小简李菁等

综编自上海杨浦微信公众号、
《劳动报》《上海老年报》、

共产党员网、中工网、澎湃新闻

月 日，
“热的血———纪
念五卅运动
周年文物史料专
题展”在中共一
大纪念馆专题展
厅开幕

姻延伸阅读

中国部署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困难群体就业创业扶持

记者 11 日从中国民政
部获悉，民政部等 11部门近
日印发《农村留守妇女困难
群体精准关爱帮扶行动方
案》，其中提出部署加强对农
村留守妇女困难群体的就业
创业扶持。大力开发适合农
村留守妇女困难群体的职业
技能培训、新兴产业培训、特
色手工艺培训项目，不断提

升其参训机会和就业创业能
力。鼓励通过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企业 + 基地 + 农
户”、“直播带货”等方式，发
展特色农业、特色养殖、家庭
手工业，帮助农村留守妇女
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劳动
增收。

□李京泽
中国新闻网 4月 11日

资讯

哈佛大学拒绝“整改”
美国政府随即冻结约 22.6亿美元经费

新看点

据哈佛大学学生报刊《深
红报》和其他美媒报道，4月早
些时候，哈佛大学校收到联邦
工作组的一封信，信中提出的
要求包括取消哈佛“多元化、平
等、包容”（DEI）项目，以及禁
止在校园抗议活动中戴口罩。
此次审查是联邦政府特别工
作组针对加沙地带战争引发
的抗议浪潮所采取的最新举
措，旨在打击大学校园内的反
犹太主义。

哈佛方面在起诉书中写
道：“在此案中，特朗普政府以
扣留近 90亿美元联邦资金相
要挟，要求美国一所顶尖大学
实施严重损害其独立性及师生
言论自由权利的改革，此举构
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诉讼
还指控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违反
美国《民权法》和宪法第一修正
案，这两项法案禁止在联邦援
助项目下基于种族、肤色或国
籍进行歧视。

继哈佛教授团体将美国政
府告上法庭后，哈佛校长艾伦·
加伯 14日发表公开信，拒绝
“整改”，指责联邦政府无理干
预该校教学、招生和管理等事

务。美国政府随即宣布冻结该
校总额约 22.6 亿美元的联邦
经费。

美国高校去年掀起抗议以
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
行动、呼吁巴以和平的校园示
威活动。特朗普上任后，其政府
以纵容“反犹主义”为由追究校
方责任，拘捕参加示威的人员，
冻结数十所美国高校的联邦资
助并提出整改要求。

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
府已冻结对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七所顶
尖高校的联邦资助。

□萧达周扬沈敏
《环球时报》、新华网

4月 13日、15日

当地时间 12日下午，数百名群众抗
议特朗普政府威胁削减哈佛大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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