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其拒之门外虽合规但不合理

北京晚报：用人单位在体检环节严格把关，既是从工

作角度出发，也有章可循。《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和配套的《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都对考

公体检作出了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然不能破例。

但让求职者困惑的是，“体检标准”中对某些疾病的严

格限制，与自身感受以及医学判断产生割裂，比如多数医

生认为对桥本甲状腺炎不需要特别关注和处理；地中海贫

血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

了我具有正常的履职能力，为什么公务员招录就不能通过

呢”？必须看到，“体检标准”颁布于2005年，世易时移，某

些慢性病只要坚持服药，完全可以胜任工作。将这类求职

者拒之门外，虽然合规，但不合理不合情。如果因为一些

小毛病，就把有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的人拒之门外，显然

不公平，既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

“过时”标准也该“体检”了

北京日报：“过时”的体检标准确实到了该“体检”的时

候。《体检标准》理应与时俱进，与临床医学最新的诊断标

准保持一致，依照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的精神尽快修订，

不再产生新的就业歧视。

用好体检标准“指挥棒”，关键要从实际出发，遵从科

学。近年来，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建议修改公务员

录用体检标准，依法保障慢性病患者劳动就业权利。今年

5月，广西出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通用标准，已

经明确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等不影响正常工作的考生，

即可获得体检合格的认定。修改规定就是看到了两地人

口地贫基因携带率高的现实，切实保障求职者权益，补上

标准短板。体检标准不仅关乎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更关乎

社会公平。秉持科学和公正的态度，不让“过时”慢性病成

为求职拦路虎，也是对慢性病患者应有的关爱。

体检标准要与时俱进

北京青年报：凡是慢性疾病患者不影响其日常工作履职

的，都应该考虑适当放宽体检标准，尽量营造公平的就业环

境，保障求职者的就业权益。即便某些慢性病患者仍存在健

康风险，也应该更多依靠工伤保险兜底，减轻用人单位的顾

虑。至于哪些慢性病的体检标准可放宽或放宽多少，要参照

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医学结论。如果医生认为某些慢性病

不会影响患者正常工作，那么官方的体检标准也不必太严苛。

目前一些地方的体检标准已经作出相应调整，如《广

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通用标准》在血液病一条

中增加了“地中海贫血，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合格”，并删除

了《体检标准》中对视力和听力的要求。这说明体检标准

中的某些要求已落伍，及时修订体检标准势在必行。这既

是部分慢性病患者获得公平就业机会的希望所在，也使体

检标准与法律规定靠拢，可化解现实中的司法尴尬。

“中医夜市”火了！
本期话题：逛夜市、看中医、尝中药饮……炎炎夏

日，一种全新的消夏方式——“中医夜市”让安徽亳州

中医药文化再次实现“破圈”，以更加亲民、接地气的

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媒体谈

中安在线：中医药夜市“火”起来的“流量密码”何

在？“火”在跨界融合。中医夜市注重健康养生保健等

市民关注的领域，通过义诊、药膳品尝、中医养生讲座

等形式，将健康理念与日常消费紧密结合，打通中医

药服务患者的“任督二脉”。“逛+赏”夜游，“品+医”养

生，“练+娱”观演等模式，亲民又接地气。在阵阵药香

中，伴随着“八段锦健康养生操”优美音律，看五禽戏、

揉夹脊穴，这些再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现代传播

方式进行宣传，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

力，享受健康养生带来的愉悦。这是健康与文化的融

合的结果，也正是传承与创新的结晶。

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夜市”形式，新潮有趣。最

近，社交平台上“晒背”攻略层出不穷。不只是现在流

行的“晒背”，面对艾灸、推拿、刮痧、八段锦、养生茶等

老年人的爱好，年轻人也终究没能逃过“真香定律”。

放眼望去，夜市活动上的年轻身影不在少数。某中医

院数据统计显示，连续多场夜市活动的参与者中近八

成是年轻人。推拿、拔罐、刮痧、五行罐等多种中医适

宜技术深受大家追捧。以夜市文化促进传统中医药

走入年轻人生活，这显然是各地中医院主动出击的一

次大胆尝试。

网友说

**思：希望中医的受众人群越多，接受度认可度

越高，也愿中医之路能越走越远。

**诗*：茶饮飘香，热闹融融，传统文化，传承发

扬中。

**综**：“中医夜市养生局”，city不city。

**宝*：中药凉茶的苦是它特有的韵味，正是这份

坚持让人感受到它的效用。生活亦如此，微苦中藏着

甘甜。

媒体观点观点

民生热议热议热点聚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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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据燃新闻官方微博消息，2024年7月23日，李智英连续7年考公获笔试和面试第一，却

因地中海贫血基因体检不合格被拒。梁禄暖通过厦门市中医院招聘考试，也因桥本甲状腺炎入职体

检被拒。近年来，因慢性病体检不合格被拒录的考公考生常见，多类慢性病成求职“拦路虎”。

暑期用工乱象丛生，如何整治？

慢性病为何成了求职的“拦路虎”？

新闻事件：暑假期间，“博物馆热”跟随夏日气温一起

火热起来。对于游客观展需求爆发式的增长，博物馆提供

的讲解服务已经供不应求，因此，一些个人和机构大量涌

入博物馆讲解市场。相比博物馆提供的讲解，非馆方讲解

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然而，“价格

高”“讲解不专业”“无故取消讲解服务”……非馆方讲解引

来吐槽不断，引起社会关注。

人民网：当前市场上非馆方讲解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价格高昂且讲解内容不专业，甚至出现欺诈、误导等违法

行为。这无疑是对游客权益的侵害，也损害了博物馆作为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

让非馆方讲解能够更好为游客服务，需要强化管理和

规范。202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

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规范引导社会讲解

服务。精准施策，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非馆方讲解服务的监

管力度，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

处罚。

一方面，博物馆及主管部门应加大投入，提升官方讲

解服务的供给能力与品质，通过扩充讲解员队伍、优化服

务流程、引入智能科技、定制个性化讲解方案等措施，高效

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针对非馆方

讲解，应建立严格的审核与准入机制，从源头上把控讲解

员资质与讲解内容的质量，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力

度，确保信息的准确无误与价值观的正面引导。

在加强管理和引导的同时，应推动非馆方讲解服务行

业的自律发展，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加强行业内部的自

我管理和监督。尽快建立行业信用体系，对违规行为进行

记录和公示，提高行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度。

在开放共享、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与非馆

方讲解应携手并进，共同为公众搭建起一座通往历史与文

化的桥梁，实现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心灵的“双向奔赴”。

新闻事件：近日，有大学生找暑期工时被骗。经相关

部门初查，涉事公司已暂停经营并退还相关费用。此类因

暑期短期用工引发的劳务纠纷、隐形诈骗，套路多，手段隐

蔽，不仅给求职者造成损失，也扰乱了用工市场的正常秩序。

经济日报：暑期用工乱象有着多种成因。招聘信息真

假难辨，劳动用工市场存在信息差，一些违规违法的兼职

工作经常披着正常用工需求的外衣，缺乏社会阅历的大学

生识破骗局存在一定难度。比如，“点击鼠标就赚钱”“刷

单轻松返现”等兼职招聘，这些宣传话术已成为诈骗分子

和黑中介的惯用幌子，对大学生和老年人群体极具诱惑

性。此外，不少机构还公开作出“学生优先安排、可开具实

习证明”等承诺，以此作为吸引大学生短期兼职的优厚条

件。而且，暑期兼职多为短期用工，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很

少签订正规的用工协议，缺少合同保障成为不少求职者维

权难的重要原因。

整治乱象、维护良好的暑期用工市场秩序，需要多方

发力。求职者首先要擦亮双眼，多方对比、谨慎决定。一

方面，应通过正规渠道寻找兼职机会，对各类网页、论坛或

社交软件上带有明显诱导性质或夸大宣传的工作介绍要

留个心眼，多问几个“为什么”。而对网络刷单、协助引流、

诈骗取现甚至带有传销、洗钱性质的兼职工作，求职者更

要保持警惕，避免误入歧途、触碰法律红线。另一方面，多

关注反诈提示，提高识别能力，注意保留相关信息和证据，

便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暑期用工出现的多种问题，也给劳动、工商等部门提

了醒，有必要加强针对性排查调查，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务

中介的招聘行为，保障求职者合法权益。同时，发布平台

也应加大审核力度，提升把关精准度，对种类繁多的用工

信息加强甄别、分类梳理，为求职者提供安全保障。

“高价低质”的非馆方讲解乱象亟需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