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招35岁以上”的反向操作做对了什么
如果总是抱着“35岁以上不堪重用”的陈腐观念审视人

才，不仅很容易陷入“用人陷阱”，还会制约用人单位的建设
和发展，可谓有害无利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餐饮店“只
招聘 35 岁以上员工”引发热议。该
店店主告诉媒体，近期每天能接到
几百个求职电话，已有上千求职者
报名。

在一些用人单位明里暗里设置
“35 岁门槛”的情境中，该店的这一
操作给人带来了舒适感。

客观而言，“只招聘35岁以上员
工”也有“门槛”存在，那就是将 35
岁以下求职者拒之门外，但何以众
多网友非但不怪罪，反而赞许这种
做法呢？关键在于，这一招聘规则
是对用工年龄歧视现象的“反制”。
正如店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
言，这么做是因为关注到“35岁工作
焦虑”，想借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显然，这是对求职痛点、
难点的呼应和体恤。何况，其要创
造的餐饮产品本身具有时代特色，

“让年轻人去做，也未必做得来”，如

此一来，“只招聘 35 岁以上员工”也
就不无合理性。

一些用人单位对35岁以上求职
者怀有偏见，理由无非是“老员工”
缺乏创造力和冲劲、容易成为职场

“老油条”，但这种认知毫无科学依
据。在前述店主看来，35 岁以上的
人情绪更稳定，更在意工作机会，这
一观点具有显而易见的新意和张
力。

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
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
本报告 2024》数据显示，全国劳动力
人口平均年龄从 1985 年的 32.25 岁
上升到了 2022 年的 39.72 岁，这个数
据足以证明，35 岁以上员工是劳动

力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为用人单位
和社会创造了不可否认的价值，他
们不该在开启新一段人生时遭遇不
公的待遇。

求职和招聘，所处角度不同，但
理应拥有这样的共识：客观公正评
价和任用人才。有句话说得好，“用
人所长，天下无不可用之人；用人所
短，则天下无可用之人”。如果总是
抱着“35岁以上不堪重用”的陈腐观
念审视人才，不仅很容易陷入“用人
陷阱”，还会制约用人单位的建设和
发展，可谓有害无利。

就此而言，“只招聘35岁以上员
工”不仅“刺激”了某些短视而刚愎
自用的用人单位，更给人才市场带

来有益启示：用人非儿戏，绝不可情
绪化；选拔人才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不可忘。

近年来，一些事业单位和企业
将招聘年龄放宽到“45 周岁以下”，
令人欣慰。但在更大范围内破除

“35岁门槛”，依然任重道远。
通过法律完善、政策引导、监管

落实，激励用人单位将大龄求职者
纳入招聘范围，惩戒违规行为，是破
解用工年龄歧视现象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用人单位更新评价体系、
自觉消除“35 岁门槛”，也备受社会
期待。

有人认为，“只招聘35岁以上员
工”是一种炒作。然而，这种说法立
不住脚。

公众衷心希望这样的“反向操
作”多一些，不再成为“新闻”。到那
时，某些“质疑”也就失去了意义。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我说

本报法律顾问 江苏曹骏律师事务所 曹骏律师

现代快报旗下媒体原创内容著作权,均属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所有。为维护自身版权利益，制止非法转载行为，声明如下：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任何公开传播平台上使用著作权归属于现代快报原创内容的，必须事先取得书面授权； 本报欢迎合作，但对侵犯本报著作权益的违法行为，将采取一切合法措施，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欢迎读者提供侵权线索：法律顾问曹骏律师（025-84728578）；版权合作：快报总编办（025-84783580）。

版权
声明 11 2

3

重磅/社评A2 2025.6.26 星期四
责编：谢卫东 戴之深 美编：丁亚平

就中莫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莫桑比克总统查波互致贺电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2-0104
邮发代号

27-67
主办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

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
邮编

210005
网址

现代快报网 www.xdkb.net
传真

025-84783504
新闻热线

025-96060
本报员工道德监督电话

025-84783501

今日总值班

吴明明
头版责编

颜玉松
版式总监

沈明

零售价每份1.5元

近日，陕西咸阳乾陵景区内，武
则天无字碑上方新建的一座大红亭
子引发网友关注。有人质疑“加盖”
花费 500 多万元，对此，景区工作人
员称总中标金额为559万余元，涵盖
唐乾陵述圣纪碑、无字碑保护设施
及附属周边环境设计，并非一座亭
子的建设费用。其预算范围在 2023
年乾陵管理处发布的政府采购意向
中有说明。

目前，无字碑保护设施项目已

全面竣工，述圣纪碑保护设施项目
工期推迟，尚未开放。网友一看到
大红亭就质疑无字碑是否适合“加
盖”，说明近年来文物保护的普及工
作做得不错。更有人联想到保护性
破坏的典型案例：沧州铁狮子因加
盖亭子导致积水难以蒸发，加速了
铁狮子锈损。还有人打起算盘开始
为亭子估价，到底值不值？有质疑
很正常，遗憾的是，如果在亭子未建
之前就开展讨论，可能会得到更完

美的答案。
公众对无字碑未来命运的关注

值得重视。相关部门不妨以更科
学、更详实的信息回应网友的“大胆
假设”，如果不回应或者简单应付几
句，大量留白任由公众去猜测和想
象，无疑错失了一个极佳的科普机
会。工作人员称，在历史上这个碑
本身就有亭子。这就是修建亭子的
原因？显然难以服众。

至于项目造价 559 万余元究竟

用在何处，更值得一一说明，给其他
文物保护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
借鉴。

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这场围绕
无字碑“加盖”的争议，体现了公众
对于保护和传承文化珍宝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无字碑究竟为何无字，
至今仍是个谜。但无字碑上为何加
盖这样一座红亭，理应尽力向公众
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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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餐饮商
家开始试水剩菜盲盒模式，将当
天没有卖完的食品打包出售。
这一模式引发了争议。（6月25
日中国之声）

从积极层面来看，剩菜盲盒
是消费领域的一次创新。对于
商家而言，它有效缓解了库存压
力，将原本可能被丢弃的食物转
化为额外收入，在降低成本的同
时提升了资源利用率。部分商
家还借此塑造了环保、亲民的品
牌形象，收获了消费者的好感。
剩菜盲盒还契合了当下倡导的
绿色消费理念，既减少了食物浪
费，又让消费者以实惠价格获得
商品，甚至带来“开盲盒”的惊喜
体验。

尽管剩菜盲盒具有诸多优
势，但其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不
容忽视。由于盲盒的特殊性，消
费者无法提前知晓食品的具体
信息，如生产日期、储存条件等，
部分商家可能存在以次充好、超
期销售等问题。在信息不对称
的状态下，消费者购买剩菜盲
盒，就如同买彩票一样，很难保
障里面的食品安全无虞，说不定
就“踩雷”了。

由此可见，监管层面应尽快
出台针对临期食品盲盒的专项
规范，明确保质期临界标准、储
存运输要求及追责机制，同时探
索全流程可视化监管模式。商
家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应强化自律意识，严格把控食品
质量，规范储存条件，清晰标注
食品相关信息，杜绝以次充好。

浙江 江德斌

快快评 为何给武则天无字碑加盖亭子,答案不能留白

剩菜盲盒应慎“开盒”

老建筑老小区“改头换面”，让
生活焕新；老街区老厂房蝶变消费
新地标，让发展提速。

近年来，许多城市有机更新案例
成功出圈，南京小西湖、苏州十全街、
上海田子坊……这些项目在改善生
活环境、扩大有效投资的同时，保护
了历史文脉，提升了城市竞争力。

在 2025 年全国两会“委员通
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周岚透露了一
组数据：截至目前，全国已实施了超
过6.6万个城市更新项目，改造了25
万个老旧小区，让 1亿多人因此直
接受益。

“ 地 面 整 洁 了 ”“ 道 路 宽 阔
了”……作为首批入选住建部城市
更新典型案例的南京小西湖片区保
护更新项目，这里“绣花式”的微更
新，既留住了烟火气，又共享了新生
活。居民脸上的笑容，正是对“更新
为民”最生动的注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和政策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市
安全韧性提升行动。

2024 年 12 月 27 日起，由江苏
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出品，现代快报+制作
推出的“学习100”第三季——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短视频上线。本集主题聚焦城市更
新，跟着本期课代表——南京历史

城区保护建设集团工作人员陈洁，
一起来学习。

新华社北京6月 25日电 6 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莫桑比克
总统查波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50 年来，无
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莫桑
比克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两国

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
秉持建交初心、携手并进，两国关
系就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高度重视中莫关系发展，愿同总
统先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
新起点，弘扬传统友谊，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

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共同书写
中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
章。

查波表示，两国建交50周年恰
逢莫桑比克独立50周年，彰显两国
传统友好和兄弟情谊。感谢中方在
莫争取独立道路上给予的无条件支

持。莫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
所作一切努力，支持中方重大倡议，
愿同中方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
础上持续深化双边关系，拓展务实
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促进世界
和平、安全与繁荣。

中国海油25日宣布，公司在南
海水域的“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
目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最大海上
气田建成。

“深海一号”大气田分一期和二
期开发建设（一期于2021年 6月投
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 1500
亿立方米，最大作业水深超 1500

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是我
国迄今为止自主开发建设的作业水
深最深、地层温压最高、勘探开发难
度最大的深水气田。二期项目开发

建设面临极端地质条件，地层最高
温度达到138摄氏度，地层最大压
力超69兆帕，海上建井和水下生产
系统搭建面临技术挑战。 据新华社

“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全面投产

如何做好有温度的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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