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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丽美
阿明赢了。站在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席上，这

个结果让他有些惊讶。被告

是他的原雇主，广州的一家

事业单位。在此之前，他先

后输掉了劳动仲裁和一审判

决，那时他几乎已经相信了

父母反复劝他的，“民告官就

等于以卵击石”。这是广东省

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

也是国内第一起用人单位以

劳动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

侵犯劳动者权益败诉的案件。

（6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我们常说不要歧视

艾滋病人，关爱艾滋病人的

标语也时常可见，但落实到

实际行动中往往频现尴尬，

谈“艾”色变、‘恐艾症’等

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

2011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张

晓在成都骑三轮车拉客时被

交警拦下，被贴上“请勿靠

近”的标语后放行；2013 年

《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

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

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

引发热议……而广东省第一

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中，

患有艾滋病的患者，一直表

现良好，在参加本单位的事

业单位编制招聘考试中成绩

第一名，却在体检中被发现

染病继而被拒之门外，失去

原有的工作。此举属于隔离、

孤立、歧视艾滋病人，侵犯

了艾滋病人的合法权益和人

格尊严。

我国法规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

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

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该事

业单位不仅强制性地让患者

“离岗休息”，并在患者多次

申诉维权之后依然固执己见，

还辩称是该单位的系列管理

行为，合法合规，且“是为

了消除其他工作人员对这些

患者的紧张心态”。

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

会通过血液、母婴和性行为

三种途径传播，和艾滋病人

坐在一起、正常握手等日常

生活都不会发生传染。国家

法律规定健康状况属于个人

隐私。员工不需要告知雇主

自己患病或残疾，每年的体

检结果也只有员工本人和医

生知道，艾滋病应实行自愿

检测制度，不应强制实施，

用人单位由此主张给阿明

停工医疗的理由不成立；同

时，阿明虽然从事食品检验

工作，但现行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行业要求

均无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从事这一岗位的工作。但是，

对艾滋病人的莫名恐惧造成

深度的社会歧视，成为患者

下岗失业的推手，也成为艾

滋病人积极治疗、正常工作

生活、重返社会的强大阻碍。

对于艾滋病人来说，患

病已属不幸，也比较绝望、

自卑，心理很脆弱，但最可

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对

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

无形无止的冷眼和嘲笑。此

次艾滋病患者状告原来的“东

家”，就是用法律武器捍卫自

己的公民权利，是用合理合

法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和

主张，而艾滋病人的首次胜

诉，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法律主旨，维护社会的

公平正义，本案判决首次确

认用人单位以劳动者 HIV 抗

体阳性决定劳动者离岗休息

的决定违法。以司法判决的

形式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

了名，有助于提高民众对艾

滋病的科学认知，消除社会

歧视。

从中我们也可看到， 阿

明的维权之路一波三折，异

常艰难。这并不奇怪，自从

2010 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

病就业歧视诉讼后，迄今类

似案件不足 10 起。这为数

不多的几起案件多以感染者

败诉收尾，剩下的要么调解，

要么干脆直接不予立案。不

少患者都是采取默默隐忍逃

离的态度。那句艾滋病人“民

告官就等于以卵击石”，就说

明艾滋病人依法维权的重重

困难。

我们为这次判决中法官

的勇气和做法点赞。然而，

此桩官司胜负难判，消除根

深蒂固的社会歧视更难。阿

明赢了，却离开原单位另谋

职业，而从很多网友“艾滋

病人太张狂”“单位没错”

黑压压的质疑法院的判定结

果声中，不难看出，艾滋病

患者胜诉还只是第一步，我

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防治

艾滋，全民参与，需要更新

观念，提高医学水平和公共

健康水准，还需要真诚平

等地对待艾滋病人、全方位

地帮助艾滋病人战胜疾病和

困难，从根本上逐渐消弭

社会偏见和歧视，保障艾

滋病人的就业权及其他合法

权益，把关爱艾滋病人真正

落实到行动中，推进社会文

明进步。

社会观察>>

“艾滋病就业歧视案”
患者胜诉只是第一步

文 / 汪昌莲
在今年 900 多万参加高考

的考生中，残疾人考生依然占

据一定的比例。据统计，今年

共有 5626 名残疾考生参加高

考，并申请了高考合理便利。

为此，各地均为残疾考生提供

了合理便利政策，如可以使用

盲文试卷及各种辅助工具，还

可以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并

适当延长考试时间等。特别是，

甘肃高分残疾考生魏祥报考清

华大学，请求学校允许他“带

母上学”，得到学校及校领导的

积极回应，体现了高校的人性

化，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又向

公平迈进了一步。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的聋哑，有的智障，有的视盲，

还有更多的肢残；按说，这些

身体残缺的人，今生注定会与

“成功”无缘。殊不知，正是这

群被某些领域歧视的人，在人

生的舞台上，变缺陷为优势，

饱蘸激情地展露出多彩多姿的

美：有的虽然双目失明，终身

与黑暗为伴，却能用明亮的歌

喉，唱出美丽的旋律；有的虽

然又聋又哑，身处无声的世界，

却能够用肢体语汇，将人们带

入“此地无声胜有声”的美境；

有的虽然四肢残缺，身体凭靠

轮椅和拐杖支撑，却能舞出旋

转、跳跃、跨越、腾飞之美！

不可否认，教育是帮助残

疾人适应社会、自强自立的第

一步阶梯，对于他们做出参加

高考的人生选择，应给予政策

尊重和制度关怀，为他们实现

人生的理想打开绿色通道。换

言之，残疾人求学，更应该得

到社会尊重；残疾人参加高考，

更应该得到制度关爱。教育部

门和高校，应设立“无障碍区”，

保障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

利，在报名、考试、录取、专

业设置、教学、生活等各个环

节，为残疾考生提供帮助和便

利。具体到高分残疾考生魏祥，

满足其“带母上清华”的合理

诉求，是一种必然选择。

事实上，对残疾考生实行

人性化服务，也是履行法律义

务的题中之义。根据现有的政

策和法律，如《高等教育法》、

《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

育条例》等，均明确规定，高

校不得拒录符合招生条件的残

障考生。可见，对于这些特殊

考生，能否顺利上大学，将成

为检验高考公平和便利的一面

镜子。特别是，我们的高校，

不仅应该严格依法招录残疾考

生，而且应该给予更多的人文

关怀，使更多的残疾考生圆大

学之梦。

凤眼时评>>

让“清华温度”点亮大学人文精神

残疾生请求带母上学，
清华校长电话关心

6 月 26 日，“ 大 美 甘 肃 ”

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一位

甘肃高分（648 分）考生的请

求》，讲述了 19 岁甘肃定西考

生魏祥身患重度残疾，以及全

家为魏祥多年求学付出的艰辛

努力。魏祥今年参加高考取得

了 648 分的优异成绩，已经报

考清华大学，他希望清华大学

能提供一间宿舍，能和母亲一

同前往，方便他顺利完成大学

学业。

2005 年魏祥的父亲因身患

不治之症去世。这些年来，母

子俩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

“由于我身体的原因，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亲人

的随身陪护，以照顾我的衣食

住行、生活起居，妈妈为了陪

我上学无奈放弃工作，仅有的

经济来源将要斩断……”该文

说，魏祥有幸遇见了清华大学

的招生老师，清华大学也有意

录取他，得此喜讯，母子十分

高兴，可又为如何度过大学生

活而担忧，“恳切希望贵校在

接纳我的同时，能够给我们母

子俩帮助解决一间陋室，仅供

我娘儿俩栖身而已，我将万分

感谢！”

获知此消息后，清华大学招

生办公室主任刘震在第一时间

表示，考生魏祥的情况受到清

华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关

注，清华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已和魏祥取得联系，确认录

取后立刻开始资助。

同时，多位校友提出资助

意愿，后续学校相关部门会跟

进落实。

据了解，6 月 26 日晚，清

华大学校长邱勇致电学校招生

办，关心魏祥的录取情况和在

校生活安排情况，并指示相关

部门妥善安排解决。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要

求学生工作相关部门第一时间

对接，妥善解决魏祥母子的后

顾之忧。

日前，正在甘肃开展招生工

作的清华大学甘肃招生组组长

薛建团表示，按照魏祥的考试

成绩，该生报考清华大学录取

很有希望。

目前，清华大学相关部门针

对魏祥的各项资助工作已经启

动，待正式录取后将具体落实。

薛建团说，清华大学学生

处通过甘肃招生组了解了魏祥

的详细情况，已着手准备相关

资助工作。

今天，清华大学物业中心主

任向春透露，学校已为魏祥母

子准备好宿舍，在清华就读期

间魏祥母子住宿费全免。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今天

还发出了《人生实苦，但请你

足够相信》的信，表达了对魏

祥前往清华大学就读的欢迎。

信中表示，不幸的人生，各有

各的悲苦，“但万幸的是，你在

经历疾病和丧亲之痛后，依然

选择了坚强和努力，活成了让

我们都尊敬和崇拜的样子”。

（据 6 月 28 日《光明日报》）

残疾生，如今也能好好读大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