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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掉进一楼院内

记者赶到时，一楼南侧院边已拉起警戒

线，现场遗留了一摊血迹。

经过诊断，男童已不幸身亡，盖上了白

布，一旁的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据悉，男童

今年才2岁，当日居民听到一声闷响后，也

没当一回事，之后有邻居意外发现院内倒着

一名幼童，大喊不好，拨打了报警电话。

“有没有见到我家外孙？”就在众人手足

无措时，一名老者急匆匆来到楼下，追问是

否看到一个孩子跑下楼玩耍了。

有居民觉得不对劲，领着老者来到事发

地，“她是孩子的外婆，一看到外孙躺在地

上，知道出事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家中有人，男童不慎坠楼

记者了解到，男童住在该单元楼顶楼

24楼，初步判断是从南侧的窗口坠落。

外婆断断续续地告诉居民，当时家中就

她和外孙两人，自己在厨房里洗碗，就剩小

外孙一个人在屋内玩玩具。

“洗了几个碗，再喊外孙名字，就没人应

了。”外婆误以为外孙可能自己溜出家门，下楼

嬉闹去了，根本没有想起外孙发生坠楼意外。

“没带好你，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这是外婆重复最多的心痛话语。闻

讯赶来的父母面对悲剧痛不欲生。

在屋内，男童生前的大黄鸭、水枪玩具

还放在桌子上，缺憾的是，小主人不在世上，

屋内一间卧室的窗口敞开着。

窗口是一个飘窗，看似留出一个空间，

却没有必要的防护网设施。邻居怀疑，高层

家中飘窗无防盗网，家人看管不力是坠楼

主因。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具体坠亡原因。

1990 年出生的苏敏来自安徽宣

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法学专业，

2013年4月，即将大学毕业的她欲报考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咨

询中心“12333”电话咨询员，但因不是

南京市户籍而受阻。

苏敏认为自己遭遇户籍歧视，投诉

到江苏省人社厅，但石沉大海，没有任

何消息。

2013年5月，苏敏开始了漫长的马

拉松维权之战。

苏敏将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告上法庭，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审裁

定不予受理；上诉到南京中院，维持了

一审法院裁定。

随后，苏敏向南京市劳动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南京市劳动仲裁委

员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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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后，苏敏再次提起诉讼，法院

一审裁定认为，南京鼓楼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是受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电

话咨询中心的委托招聘员工，而不是受

被告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委托招聘员工，被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

体，驳回了苏敏的起诉。

接到判决后，苏敏决定另案起诉。

2013年11月20日，苏敏将南京鼓楼人

力资源服务中心起诉至南京市鼓楼区

法院。要求判令被告书面赔礼道歉、赔

偿经济损失 24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元。

宣城女孩南京遭就业歧视

“大黄鸭”再也等不来乖巧的小主人
合肥一名2岁男童疑在24楼飘窗玩耍不慎坠亡

“全国首例户籍就业歧视案”结案，记者对话宣城籍原告女孩：

“希望能消除户籍就业歧视”
对话苏敏：
“希望能消除户籍就业歧视”

星报记者：面对最终调解的这个结果，

你是什么感受？

苏敏：这个结果还可以，毕竟一年多

了，也该结案了。

星报记者：被告要支付给你 11000 元

赔偿金，你满意吗？

苏敏：重要的不是赔偿金，而是鼓楼人

力资源服务中心认识到并承认自己的错

误。我本来还要求他们书面赔礼道歉，但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拒绝了，这点让我觉得

有点遗憾。

星报记者：能回顾一下，当初你是怎么

想到打这场官司的？

苏敏：去年的时候，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电话咨询中心在招“12333”

电话咨询员，我看自己条件挺合适的，准

备报考时，发现需要南京市户口，我就电

话咨询对方，对方说没有南京户口不行。

我就投诉到江苏省人社厅，但是一直没有

任何消息。其实，之前我和同学在找工作

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歧视，比如户籍、

性别等一些无理要求。因为我是学法律

的，对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比较了解，关

于权利的观念比一般人强一些，所以就想

用法律维权。

星报记者：后来该案被报道成“全国首

例户籍就业歧视案”，你觉得意外吗？

苏敏：当初我想法很简单，通过自己的

知识争取自己的权利，没想出名。后来有

公益机构因为一直关注户籍改革这一块，

所以就联系了律师帮我维权。

星报记者：案件历时一年多才调解，是

不是觉得筋疲力尽？

苏敏：确实很累，但是值得。某种程

度上，为别人遭遇类似歧视提供了一个

样本。

星报记者：你认为案件的意义在哪里？

苏敏：希望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就业户籍歧视问题，也希望国家有关部

门能出台更明确的政策，消除户籍就业

歧视。

星报记者：你现在在南京找到满意的

工作了吗？

苏敏：嗯，目前我从事的也是法律相关

的，在一个公司做法律事务，和自己专业也

对口的。而且，公司也知道我的案子，立

案、开庭或者调解，需要请假的时候，公司

都很支持我。

星报记者：你个人希望中国户籍制度

改革后，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苏敏：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找工作不

因为户籍受影响、受歧视。

7月 30日，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

的调解下，苏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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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元，本起人格权纠纷一次性解决，双方

无其他争议。”

至此，该起耗时一年多的“全国首

例户籍就业歧视案”尘埃落定。

8月5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了苏

敏的代理律师许英。

“案件拖了一年多，主要是案由问

题，法院起初说是劳动争议，不受理，建

议仲裁，仲裁又认为应该到法院起诉，

这中间耽误了很多时间。”当谈及案件

的意义时，许律师表示：“该案以一般人

格权纠纷作为案由立案并以调解的方

式获胜，意味着以后求职过程中的户籍

限制就业歧视有了立案依据，这将改变

当事人诉讼无门的状态；同时本案又以

当事人获得赔偿调解结案，无疑本案

是一个成功的维权案例，对以后的户

籍就业歧视案有着极高参考价值，从

某种意义上说，本案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法院调解获赔1.1万元

8月5日上午9时许，省城经开区
芙蓉西路一里洋房小区某单元楼 24
楼，一名仅 2岁的男童不慎从家中窗
口坠下，等急救人员赶到检查，发现男
童已无生命体征。据悉，事发前，男童
的外婆在厨房洗碗，留下男童一人在
屋内玩耍。

侯伟 张婷 星级记者 张敏

去年 5月，宣城籍女大
学生苏敏（化名）想应聘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
话咨询中心话务员，却因非
南京户籍被拒，她认为遭遇
户籍歧视，遂决定诉诸法律，
被称为“全国首例户籍就业
歧视案”。

7月30日，此案历时一
年后终于以调解而结案，原告
苏敏获赔 1.1 万元。8月 5
日，本报记者对话苏敏，听她
讲述案件的前后及感受。

星级记者 刘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