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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第一步遭遇户籍歧视
江亚萍来自安徽宣城市， 毕业于安徽师

范大学法学专业。 2013年 4月 8日，到南京市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 江亚萍便开始了求职寻
梦之旅。 她说，之所以将毕业后的第一站选择
在南京源于一种情结。“原本，我们几个好朋
友约定一起考研，选择的城市就是南京”。 可
考研的失利， 让江亚萍没能进入南京市的高
校，却有了对于南京这个城市的情结。

江亚萍从网站上看到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下属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电
话咨询中心在对外招录 10 名“12333”电话咨
询员。看到这个消息，江亚萍兴奋了，要是能在
南京工作，不就解了自己的南京情结吗？ 江亚
萍一边心中暗暗窃喜，一边拨通了招聘咨询的
电话。“不好意思，只有南京市户籍的才能报。”
江亚萍形容当时电话中的回答，像一盆凉水将
自己从头浇到脚。 原来，因看到招聘信息太兴
奋，所以她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读“招聘要求”，
只看到法学专业可以报考，却没留意到最后还
注有“仅限有南京市户籍的人报名”。

“为什么只有南京市户籍的人才能报名
呢？ ”江亚萍质疑，“我的各项条件都符合，只是
户籍不是南京市而已， 莫非只有南京市户籍的
人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不死心的江亚萍再次拨
通了招聘咨询电话：“我觉得这属于户籍歧视。
对我们这些外来的求职者很不公平。 ”可电话中
的回答还是一样：“只有本市的可以报名。 ”

江亚萍知道，《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

法》 等法律都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
权利，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 因此，她认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的做法已经构成就业歧视。

4月 9日，倔强的江亚萍特意手写了一封
投诉信， 按照网站上的地址快递给了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她在投诉信上写道：

“公平就业是我国有关就业的法律最基本的
原则之一， 平等就业权也是我国劳动者享有
的基本权益。 显然，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户籍
与其能否胜任某项工作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
并要求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修改招
聘要求中有关限定户籍的条款。“没有收到回
复，说实话我很失望。 但令我更加遗憾的是在
这座城市迈出的第一步就遇到了艰难。 ”回想
自己曾经执意选择南京时的坚定和执着，当
时的江亚萍心灰意冷。

果断拿起法律武器，艰辛维权 15个月
“因为是法学科班出生，所以我相信法律

总会站在公正的一方。 ”江亚萍表示，“法律明
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而我
的户籍对我所应聘的工作岗位和我的能力没
有任何影响，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用法
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 ”

接着，她开始了漫长的“马拉松”维权之
路，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战竟耗时 1年有余。 后
在反歧视公益机构的帮助下， 江亚萍联系到
了公益律师许英。 2013 年 5 月 16 日，江亚萍
将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 5
月 31 日，许英接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
一审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

这并没有阻挡住江亚萍维权的步伐。6月
4日，她委托律师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7月 13日，该法院做出终审裁定，裁定
认为，案件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上诉人应依法
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裁
裁决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驳回上
诉，维持原裁定。

7 月 23 日，江亚萍委托许英提请劳动仲
裁。 7 月 29 日，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做出
仲裁决定书，对申请人江亚萍的仲裁申请不
予受理。 仲裁决定书认为，提交劳动仲裁应
当提交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因当
事人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故认定申请劳动仲
裁的材料不全，不符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
条件。

8月 7日，由于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办公地址变动， 本案终于在南京建邺区
法院成功立案受理。 但由于被告主体不适合，
依法被驳回。

11 月 20 日， 江亚萍委托许英另案起诉，
将南京市鼓楼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向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江亚萍的马拉松维
权之战终于见着曙光。

从一审、二审、劳动仲裁，再一审、二审，
虽然过程很曲折，但江亚萍从未放弃过，她认
为， 作为法学专业毕业生， 能作为原告去维
权，去体会各种法律程序，这个马拉松式的诉
讼维权经历很值得。

2014 年秋，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
调解下， 江亚萍与被告南京市鼓楼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于七日内一
次性支付原告 1.1 万元，本起人格权纠纷一次
性解决，双方无其他争议”，长达 15 个月维权
后该案终算了结。

（本版稿件综合《中国日报》、《都市快
报》、《温州晚报》等）

怎么去旅游呢？ 跟团？ 自由行？ 搭车穷游？ 统统都 OUT 了！
3 年时间里，浙江乐清 90 后小伙仇乾阳畅游了全球 40 多个国家。 每到一

处，他都享受贵宾级待遇：不仅免收门票，而且全程封道。
这要归功于他旅游时的另一个身份：马拉松参赛选手。

90 后小伙要做一名快乐的“跑马”者

第一次跑马拉松穿着休闲鞋
仇乾阳在陕西读大学时学的是物流管理

专业，他对马拉松一点也不了解，甚至连距离
有多长也不确定。 可就在刚毕业的那一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马拉松。 从此，便狂
热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开始了他的“跑马”生
涯。

仇乾阳从小练跆拳道， 是国家一级运动
员，身体素质一向很好。 2011 年，他的电子邮
箱里收到一封耐克群发的邮件， 大意是杭州
国际马拉松开始报名了。“那时候刚毕业，没
多想就报名了，一点准备也没有，鞋子也不是
跑鞋，而是一双休闲鞋。 ”仇乾阳说。

因为好奇，他第一次参加了马拉松比赛。
2011 年 11 月，穿着休闲鞋，仇乾阳稀里糊涂
地开跑。 但跑着跑着， 他被沿途风景吸引住

了。
“杭州风景很漂亮，前 10 公里绕着西湖

跑，后面沿钱塘江跑，感觉特别舒服。 ”仇乾阳
说。

第一次跑马拉松，仇乾阳毫无思想准备。
跑了 10 公里左右，累得不行，他便跑跑走走。
当时的关门时间是 5 小时，仇乾阳没有放弃，
咬牙坚持跑完全程， 到达终点时他感觉双腿
沉重，直接跪在了地上。 仇乾阳记得他的最终
成绩是 4 小时 59 分多， 离关门时间只差 20
多秒。

就这样， 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枚完赛奖
牌，奖牌的一面图案是西湖美景三潭印月。 拿
到精致漂亮的奖牌，仇乾阳非常开心。 尽管右
脚磨出好几个血泡，此后一周腿疼，没法像正
常人一样走路，但他还是下定决心，要继续参
加马拉松比赛， 不求成绩第一， 只为完赛奖
牌。

用跑马拉松来旅行
之后，仇乾阳一发不可收。 他开始搜集各

地举办马拉松比赛的信息，国内、国外都不放
过。

由于英语不错，他自己在网上报名，然后
订特价机票和廉价酒店， 酒店价格一般 100
到 200元人民币一天。

“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风格，不断接触不
同的城市，感觉特好。 ”仇乾阳享受这样的旅
程。

而且， 他还发现跑马拉松有许多常规旅
游无法比拟的优势，“举办马拉松比赛的都是
旅游城市，赛道往往从著名景点、地标经过，
进出景点都不用收门票。 比赛时，路是封起来
的，那种整条街道为你腾空的感觉，普通游客
根本体会不到。 ”

3年下来，日本东京、韩国公州、荷兰阿姆
斯特丹、芬兰赫尔辛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等
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城市，都留下了仇乾阳的
足迹。

3年跑了 100场马拉松
今年 11月 2日，仇乾阳第三次站在了“杭

马”跑道上，这也是他个人的第 100场马拉松。
参赛的次数多了，他的成绩在不断进步。

最好成绩是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获得的，3
小时 24分，位列 10多名。 比第一次快了超过
1个半小时。

不过，获奖并不是目的。 厦门马拉松中，
他甚至跑出了 7小时的最差纪录。“当时有人
跑不动了，我陪着给他们领跑。 ”仇乾阳说。

跑完 100 场马拉松， 仇乾阳总共拿到了
97 枚完赛奖牌（有 3 场比赛未颁发完赛奖

牌）。“虽然不值钱，但很有纪念意义。 ”
“宅男”变成阳光运动男

“跑马”能改变一个人，从仇乾阳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我在陕西读大学，当时沉迷
于网络游戏，整天宅在宿舍里，西安兵马俑还
是今年跑马拉松才顺路去看的， 而国外我也
只去过英国，是个地道的‘宅男’。 ”仇乾阳说。
参加马拉松后，一个个城市跑来，他当成一次
次旅游。

仇乾阳认为， 跑马拉松改变了他的生活
方式。 他身边有些年轻朋友平时用抽烟、喝
酒、打牌来打发时间，但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
牌，把精力全用在了跑马拉松上。“我 3 年没
碰网游，因为没时间，更没时间谈朋友。 ”他
说。

2014 年 11 月 8 日凌晨，仇乾阳坐飞机到
昆明， 然后再租车自驾 6 小时赶往四川西昌
市，参加上午 8点举行的马拉松。

平均每年参加 30 多场马拉松，仇乾阳的
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 国内的可以周末参
赛，但到国外就不得不请假了。 上个月，他刚
请了一个月的假， 到欧洲和非洲跑了 5 场马
拉松。

马拉松已经融入了仇乾阳的生活，他说，
“我会一直跑下去。 ”

全国首例户籍就业歧视案：女大学生赢了

3年跑 100场马拉松游 40多个国家

前不久，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调
解下，皖籍女大学生江亚萍与被告南京市鼓楼人
力资源服务中心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于 7 日
内一次性支付原告 1.1万元。 ”至此，曾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被称为“全国首例户籍就业歧视案”
在经过了 15个月的马拉松维权后宣告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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