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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父亲突发严重脑梗症状
送医抢救，朱先生才发现，不
久前医生称成功植入父亲颅
内血管的高价进口支架竟然

“消失”了。朱先生说，眼看事
态败露，涉事的操刀医师方才
承认，此前的手术未能成功放
置支架。

朱先生提供的录音中，涉事
医生称：“我做了这么多手术，没
做成的时候很少，当时这个支架
没放成，我觉得很打脸，感觉有
点不好看，下不了台。”

日前，朱先生父亲因动脉
血栓堵闭致大部分脑干坏死，
不幸去世。朱先生表示，他们
将就涉事医院和医护人员故
意隐瞒支架未能植入事实、伪
造病历虚构手术经过、未装支
架却收取费用等情况，向当地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究医院
和医生医疗过失责任。朱先生
认为，院方和相关医护人员均
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应承担
刑事责任。

记者致电涉事医生齐某，
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称“相
关部门已经调查了，具体听官
方的公布消息”，后挂断了电
话。

老人住院接受手术
病历记录手术成功

今年 3 月 18 日，62 岁的朱
姓老人因反复胸痛，被送入江苏
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住院治疗。这家医院的官网
介绍，该医院是宿迁市唯一一所
综合性三级甲等公立医院，于
2016年正式运营。

3月19日，老人胸痛问题有
所减轻，但经检查发现其椎动脉
狭窄。3月 28日，老人被转入宿
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继
续接受治疗。3月 31日，老人接
受脑动脉造影手术，神经内科副
主任医师齐某为主刀医生。手术
记录显示，老人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其左侧椎动脉颅内段闭塞，
右侧椎动脉颅内段、基底动脉重
度狭窄。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
介绍，齐某是医学硕士、脑卒中
中心介入医疗组组长，从事神经
介入手术 10余年，擅长全脑血
管造影术、颅内外血管狭窄支架
植入术、慢性闭塞血管开通术，
尤其擅长急性脑血管闭塞取栓
开通手术，累计手术量 4000 余
例。

老人的儿子朱先生告诉记
者，当时医生告知家属，如果不
予血管内介入治疗，患者随时可
能因动脉闭塞导致死亡。经家属
签字同意后，4月6日，齐某再次
作为主刀医生，对老人进行经皮
基底动脉支架植入术，术后告知
家属手术成功。

朱先生提供的病程记录和
手术记录均显示，手术过程中，
齐某选用了一枚支架输送至病
变狭窄段释放。病程记录中多次
提到血管狭窄问题得到改善，告
知家属手术成功。

根据4月7日至4月10日的
查房记录，老人术后病情平稳，
症状有所好转。4月 10日，老人
出院，家属结清了住院医疗费
用，合计 12万余元，部分自费。
记者注意到，当日收费票据及相
关明细中，卫生材料费近 10万
元，其中，进口颅内支架 47000
元。

老人突然发病
医生承认支架植入失败

5月 4日，老人突发严重脑
梗。他先被救护车送至江苏省宿
迁市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抢救。令
家属没想到的是，当时的CT检

查发现，其颅内段部分动脉已严
重堵闭，同时未发现此前植有支
架。“我们当时不相信这个检查
结果，认为这是小医院，可能检
查不出来，所以我们决定转送到
之前的医院。”朱先生说，老人又
被转入宿迁第一人民医院，曾作
为主刀医生的齐某此时才承认，
之前未能在患者颅内血管成功
植入支架。

随后，朱先生一家又连夜将
老人转送至南京鼓楼医院。朱先
生称，5月5日，齐某和宿迁第一
人民医院的院方代表也来到该
医院，再次沟通。

“说实话，我做了这么多手
术，没做成的时候很少，当时这
个支架没放成，我觉得很打脸，
感觉有点不好看，下不了台。”
在朱先生提供的录音中，齐某
承认患者颅内没有支架，也不
知道支架究竟在何处。他说，支
架一般预装在微导管上，但在
手术过程中，导管抵达病变处
被推出时，并没有看到支架自
动释放撑开的显影，“360 度转
圈就是看不到，这是第一次遇
到（这种情况）”。录音中，齐某
猜测，可能是支架存在出厂质
量问题，或在推送过程中出现
脱载的情况，也有可能支架始

终“就在微导管里”。但当家属
询问其是否留存了微导管，齐
某称：“已经扔了”。

“我做完手术后的心情非常
复杂，当时确实有一点侥幸心
理，因为（手术）做完后患者的血
管很好，血流没有支架也完全够
用。”齐某在上述录音中说。对于
未能安装支架却仍收取费用的
情况，齐某表示：“支架没有用，
但也浪费掉了。你说不收费，去
哪儿出这个东西？那还得让医院
贴钱，（我）也怕处分。”

朱先生告诉记者，就后续治
疗费用等情况，当天他们未能与
到场的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
方协商一致。5月 10日，老人在
鼓楼医院再次接受支架植入手
术，但术后，其颅内基底动脉全
部血栓堵闭导致脑干损坏3/4以
上。6 月 7 日中午，老人不幸去
世。

近日，记者多次致电涉事的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或
未能接通，或由对方接起后直接
挂断。记者又致电宿迁市第一人
民医院纪委，询问前述情况及涉
事医生处理情况，接线工作人员
表示，“这个不好给你答复，目前
不方便说”。

据澎湃新闻

一些用人单位设置年龄门
槛，增加求职者的就业难度，让
他们因此焦虑不已。专业人士认
为，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收割“青
春红利”的就业年龄歧视，不仅
违反劳动法，还忽视了企业可持
续发展所需要的经验储备，长期
来看不利于实现规模经营。

自 2022年 4月开始求职以
来，39 岁的张玉投出去了上千
份简历，多无音讯。

985本科、211硕士、拥有十
多年互联网营销经验的张玉，将
求职不顺的原因归结为“超龄”，

“一些公司明确只招 35岁以下
人员，还有一家公司已经决定录
用，走流程时委婉地说领导年龄
比我小，后来以与岗位不匹配为
由不予录用”。

张玉因年龄产生的求职焦
虑，并非空穴来风。今年 2月，江
苏一家工厂招工时用喇叭大喊：

“86 年以上的可以走了啊。”视
频走红网络，刺痛了不少人的
心。

30多岁正当年，思想成熟、
经验丰富，找工作怎么就被嫌弃
了？对于这个问题，张玉始终没
想明白。

门槛越来越高，
年纪越招越小

大学时，张玉学的是通信工
程。听说技术工作吃青春饭，她
毕业后选择从事营销类工作，

“营销需要商业敏感度和经验，
这是一份越老越吃香的工作”。

然而，年龄和经验不仅没有
为张玉的职业之路“添彩”，反而
成了求职门槛。35 岁前换工作
时，她很快能同时拿到 2家—3
家企业的录用通知。而这一次，
求职14个月，工作还没有着落。

和张玉一样，36 岁的黄小
兔也感受到招聘市场对“大龄”
求职者的不友好。从上一家公司
运营岗离职 8个月以来，她投出
了 100多份简历。期间，有招聘
人员问：“晚上 10 点，能加班
吗？”有人力资源负责人说：“看
简历不错，但年纪不年轻了。”更
多情况是简历投出去后，石沉大
海。

由于黄小兔迟迟没有找到工
作，今年3月，社区推荐她去参加
一场线下招聘会。拿着简历在现
场找了一圈，黄小兔发现，设备管
理员要求年龄20岁—25岁、秩序
维护员要求年龄 18岁—35岁、
收费员要求年龄 22 岁—35 岁
……很多岗位，她都“超龄”了。
以她的年龄，只能投保洁员、养
老护理员等岗位。

不少受访的求职者表示，现
在招聘市场对年龄的限制，有愈
演愈烈之势。记者在网络招聘平
台看到：北京某餐厅招聘服务
员，要求年龄18岁—25岁；杭州
某教育科技公司招聘运营人员，
要求年龄 21岁—28岁；张家口
某农业开发公司招聘人事专员，
要求年龄20岁—28岁……

某招聘平台后台数据显示，
33 岁的乔森曾跟数千名 HR 沟
通过，只有 58人同意接收他的
简历。他被拒的主要原因是“过
了 30岁了，年龄有点儿大”。乔
森告诉记者：“很多公司招聘时
不会明着写年龄要求，但会在面
试时问。门槛越来越高，年纪越
招越小。”

招聘时为何喜欢
“卡”年龄

就业年龄歧视是一个屡禁
不止的现象。早在 2007年，四川
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法学
院（威海）兼职特聘教授周伟对
上海和成都两市 1995年—2005
年的 30 万份招聘广告进行调
查，发现用人单位要求的年龄普
遍在35岁以下。

2022年6月，前程无忧发布
《“35 岁+”人群就业压力观察
2022》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

“35 岁+”受访者平均投递简历
数量同比增加近四分之一，但面
试机会却同比下降两成。另一份
针对 35岁以上的《中高龄求职
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中，80.1%

的中高龄求职者认为找工作的
最大困难是年龄限制。

“年轻人有干劲，能加班，对
工资要求低，可塑性强，好掌
控。”有着多年人力资源管理经
验的刘畅透露，设置年龄门槛的
主要原因是降低用工成本，“求
职者多，‘僧多粥少’，一些用人
单位因此优先选择‘便宜好用’
的年轻人。”

“不少企业觉得中年人上有
老、下有小，家庭琐事多，薪资要
求高，不是招聘的最佳人选。”刘
畅向记者算了一笔人力账，“同一
岗位，招 25岁的员工，月薪 1万
元，对方能付出150%的精力，招
35岁的员工，月薪开到两万元，对
方却只能投入80%的精力。这也
是很多中年女性特别是已婚未育
女性求职受阻的原因。”

中年人体能的下降，也是其
不被企业重点考虑的缘故之一。
曾在制造业企业工作过的刘畅
说，一些制造业工厂认为工人上
年纪后，视力有所下降，会增加
产品生产的不良率，因而更倾向
于招用年轻人。

“一些企业觉得，35岁以上
人员长期工作形成思维定式，较
难适应新单位的用工方式，更难
管理。”某科技公司人力主管张
浩源说。

李豹曾在互联网行业工作
多年。据他观察，互联网公司看
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认为年
轻人更懂年轻用户的需求，能更
快地学习新技术，“这是这类企
业更青睐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人
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足，处
于招聘市场主动地位的企业方
会有惯性，选择体力、精力上更
有优势，薪酬成本、管理成本上
相对更低的年轻人。”BOSS直聘

职位分析师单恭介绍，一般而
言，技能门槛低、工作强度大、更
新迭代快的工种，更偏好年轻员
工。

收割“青春红利”
不利于长远发展

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早
已迈过“35 岁门槛”。中央财经
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2》显 示 ，2001 年 —2020 年
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
35.3岁上升到了39.0岁。

“招聘难道不应该看能力与
岗位是否匹配吗？”张玉盯着各
种招聘信息无奈地疑问。招聘市
场上的不合理要求，向社会发出
了错误的用人信号，加剧了求职
难度。

“哪个公司还要 39 岁的员
工啊？”去年，李豹被裁后每月
背负 1.5万元房贷的遭遇，冲上
了热搜榜前列。这种因年龄产
生的中年危机感溢出屏幕，让
不少人唏嘘不已。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
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周伟
认为，“35 岁现象”的背后是用
人单位收割“青春红利”的年龄
歧视。这一陈旧、片面的用人理
念，不仅违反劳动法，还忽视了
企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经验
储备和技术支撑，长期来看将影
响员工队伍稳定性，不利于实现
规模经营。

周伟呼吁，当下要努力推动
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引
导用人单位转变观念，树立科学
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进而
真正地破除就业年龄歧视，为社
会发展累积人力资本。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

一些用人单位设置年龄门槛，实质上是收割“青春红利”的就业年龄歧视

30多岁正当年，找工作怎么就被嫌弃了

“消失”的脑血管支架
医生眼看事情败露，这才承认此前的手术未成功放入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