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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招聘“黑名单”不能太任性

　　北京某高校应届毕
业生李启铭也许想不
到，在一次求职后，自
己可能会被行业内多名
HR“拉黑”。近日，一
名面试过李启铭的 HR
把他的简历发到一个由
500 人组成的广告行业
HR 微信群里，通报了李
启铭在此次招聘过程中
的诸多问题：“面试迟到，
行为浮躁，好不容易跟
他谈妥了薪资却被‘放
了鸽子’……”鉴于这
些“劣迹”，群内不少
HR 发言表示将把他“拉
黑”，一旦真的被“拉黑”，
他的求职简历将可能被
这些广告公司“过滤”掉。
作为对失信行为的一种
惩戒性手段，“黑名单”
制度越来越普遍地被应
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两

面性的道理，“黑名单”
制度也同样是把双刃剑。
在缺乏入围标准和制度
约束语境下的企业招聘
“黑名单”，会不会沦
为用人单位随意“拉
黑”“封杀”求职者、
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报复手段，的确值得人
们关注与警惕。
　　所谓共享招聘“黑
名单”，就是某家企业
或用人单位把自己反感
的应聘者列入“黑名单”，
并在一定范围内发布，
用以引发同行或其他用
人单位注意。从定义看，
这种“黑名单”应当具
有极强的个体认知色彩，
很容易被异化走偏为打
击报复或权力滥用，甚
至成为一种违法侵权。
比如，人为放大求职者
的某一缺点，抑或是把

合法维权说成求职“污
点”。而其带给求职者
的负面效应却不可小觑。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这
种“黑名单”往往只是
传播于 HR 微信群里，
求职者应聘遭遇四处碰
壁的“封杀”却不知折
在哪里？这种暗箱操作
的“黑名单”，谈何对
劳动者知情权与公正性
的依法保护。
　　鉴于招录应聘具有
的双向选择属性，用人
单位有权对于求职者的
“迟到”“浮躁”“放
鸽子”等不守信行为提
出批评，并据此对其作
出放弃录用的决定，但
轻易就将其归属于“黑
名单”，以至将自己的
独家判断广泛散播于圈
内“共享”，着实有些
偏颇、轻率和武断。诚

信是人们立于社会和为
人处世的底线与根本，
常常被视为人脉交际的

“第二身份证”，列入“黑
名单”应该是件严肃认
真的审慎之事，不是轻
易哪个人就能“榜上有
名”，即便不是“劣迹
斑斑”，至少也要若干
个企业的共同“举证”。
平心而论，既然政府部
门可以把不守信用、不
讲质量的企业或用人单
位列入“黑名单”，用
人单位以“职场黑名单”
筛选不靠谱求职者，以
提高招聘效率、规避公
司损失，也当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你这个共享“黑
名单”是不是就“靠谱”？
纵观当下被纳入“黑名
单”的实践案例，大都
具备两个明显特点：一
是入围有据。对纳入“黑

名单”者都有情形列举，
有具体的行为细节和“失
信”后果及影响；二是
公开透明。“黑名单”
制度的设计初衷，不只
是要让失信者受到“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惩戒责罚，更是对所有
人实施的以案说法的诚
信教育，公开透明、布
告当为其题中之意。
企业招聘“黑名单”不
能太任性，必须拒绝暗
箱操作。如果确需以“黑
名单”制度约束应聘者
的求职行为，就应当有
统一规范的认定标准、
公开程序、适用期限、
发布主体及监督要求等
要件，以防止被异化、
变味和滥用的乱象发生。

█张玉胜

　　“超级大班”的事
刚过，30 多人的“超级
宿舍”又来了。不过，
让河北曲阳实验学校多
名学生家长郁闷的是，
因为家长在微信群里对
学校住宿条件的抱怨，
学生们受到“负面言论”
影响，被学校开除。（中
国青年报，8 月 30 日）
　　报道中，被开除的
学生仍处于义务教育的
阶段。根据我国《义务
教育法》的规定，义务
教育是一切适龄儿童依
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在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不得开除学
生。这一点是我国基础
教育的底线，也是每一
个学校必须严格坚守的
红线。河北曲阳实验学

校开的做法，只怕法律
第一个不答应，即便你
是民校。
　　再来看具体原因。
学校称，这些家长在学
校群里说了不该说的话，
给学校带来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家长方则表示，
所谓“不该说的话”，
就是对学生住宿条件的
质疑，毕竟 30 多名学生
挤一个宿舍，生活不便，
还有安全隐患。另外，
有家长发现家长群里的
话，学校都能第一时间
知晓，便在群里发布了
“群里有学校的奸细”
的言论，并骂了几句。 
　　若家长方所言属实，
第一，质疑学校的学生
住宿条件差，期望整改，
是家长的正当合理诉求，

是在维护学生权益。学
校只需正面回应，能整
改就整改，有现实困难
就主动与家长沟通，争
取理解，何谈“负面影
响”？反倒是学校开除
学生的做法，让自己受
到“负面影响”了吧？ 
第二，家长“群里有学
校的奸细”的言论，表
达上或有不妥，值得商
榷，但也是依据现实做
出的判断。即便学校真
的觉得过分，大可理直
气壮地要求家长道歉、
消除不利影响。当时沉
默，事后却开除学生，
只会暴露学校处理此事
已失去理性，只会激化
矛盾。 
　　学校和家长，是教
育的重要两级。两者理

应是友好合作、互相督
促的关系。但现实中，
一些学校无视家长的合
理诉求不说，甚至都听
不得家长一丁点的意见，
动辄上升到“对学校有
负面影响”“影响学校
形象”的高度。更恶劣
的是，以开除学生为筹
码，逼迫家长就范。很
多人大概还记得，去年 9
月，江西赣州市于都县
16 岁少年刘文展，因连
续投诉学校补课收费之
后遭劝退。 
　　虽然在媒体报道及
公众关注后，刘文展和
此次被开除的学生都回
到了学校，家长对于宿
舍的诉求也正在解决。
但学校的态度和做法对
相关学生和家长造成的

伤害，不容忽视。更要
看到，这家学校作为教
书育人的场所，本身却
做出了很坏的示范，其
无视法律、漠视学生合
法利益、拒绝与家长良
好互动的言行，无一不
暴露出其管理的任性和
随意。 
　　“一切为了学生”
从来不是一句空口号。
希望那些动不动就祭出
“开除学生”大旗的学
校能明白，在为学生好
的目标上，家长和学校
是高度一致的。没有家
长会无缘无故地找学校
麻烦，抹黑学校。对于
家长们的意见建议，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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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抱怨就开除学生，到底谁在制造“负面影响”？

上头条，找华早

　　在人们心目中，草
原总是美丽而浪漫的。
但现实中的草原，却在
遭遇可怕的破坏。
　　据新京报报道，在
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深处，
有一家苏尼特碱业公司，
其采矿区位于查干诺尔
湖盆范围内。在查干诺
尔碱矿周边，没有风吹
草低见牛羊的景象，目
力所及，是一个荒漠化
的碱湖及周边包围它们
的上百平方公里退化草
场。
　　当地牧民反映，草
原不再长草是因为碱矿
将污水直排草场。当地

政府经调查后认定，污
水直排草场属实，但排
放的是生活污水，系因

“天气寒冷排污管爆裂”，
而生产废水则已实现循
环利用。而记者调查发
现，被称为“实现循环
利用”的工业废水未经
处理直接进入生产流程，
也未做防渗处理。
　　生活污水不小心排
到了草场，跟生产废水
恶意非法排放，性质是
截然不同的。而“废水
循环利用”的说辞与现
场的污染景象落差极大，
也遭到了外部专家的普
遍质疑。

　　事实上，碱矿污染
草原在当地已经成为不
公开的秘密。苏尼特碱
业公司私底下承认污染
给周边牧民造成了损失，
也在对牧民进行补偿，
条件是让牧民“别往上
告了”。但牧民表示，
赔偿金额远远不够。
　　问题是，草原污染
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光
有私下的经济补偿是远
远不够的。且不说补偿
金额不能使受损失的牧
民满意，生态损失是无
价的。草原一旦退化成
荒漠，若再想恢复成草
原将难比登天。

　　因此当地政府的态
度是最关键的，是直面
污染、积极作为还是推
诿塞责、自欺欺人。从
报道中可以看出，碱矿
池侵蚀草原的现象已经
持续多年，当地一直没
有进行有效治理。
　　苏尼特右旗环保局
长班剑英表示，对于没
有防渗处理的碱水池是
否存在污染，准备请专
家进行检测和评估。这
恰恰说明，一直以来当
地对污染的实际状况并
不掌握，这本身就涉嫌
失职。
　　在粗放的发展观下，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
草自然要“吃”草。但
这种发展观早就应该摈
弃了。大草原人烟稀少，
但这不该成为企业肆意
排污、地方政府漠视不
管的理由。
　　污染防治是当今三
大攻坚战之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
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是短期的经济利益重要，
还是长远的生态利益重
要，这是大是大非的问
题，不容犯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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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非法排污，当地政府不能犯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