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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实案例，旁听整个仲裁
庭审过程，还有双方当事人在场，
这种培训形式太好了。”民事航空
公司的孔女士兴奋地告诉记者。

“作为被申请人的这家企业
没成立工会， 没有建立健全规章
制度，所以才发生了劳动争议。我
们是做工会工作的， 以后得多要
求企业遵法守法 ， 尊重职工权
益。”东城区工会的李女士 ，边走
边跟同事说着。

“参加这次培训很有收获，使
我了解了劳动仲裁庭审的过程和
提交证据的重要性。 以后我们要
对职工进行指导， 告诉他们怎样
收集证据、 哪些材料对打赢官司
有帮助。”朝阳区劲松街道工会的
陈亮说。

调解员、 工会和企业干部总
共近百人走出仲裁庭，意犹未尽，
还沉浸在刚才的庭审中。 在仲裁
院一层大厅里， 一些没来得及提
问的人又围上了仲裁员。

这是10月13日下午， 由北京
市劳动争议六方联动机制中的北
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两家单位组织的调解员培训活
动。旁听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庭审、
仲裁员分析案情， 继而进行互动
提问， 这种创新的调解员培训形
式，得到来自朝阳、东城、通州等
区的调解员、 工会和企业干部的
阵阵掌声。

旁听案件仲裁分析，
透彻！

当天下午1点多，近百名调解
员、 工会和企业干部早早来到朝
阳区仲裁院。 在一家饲料公司工
作的女士告诉记者：“听说今天培
训形式跟以往不一样，很期待。”

一开会就爱坐在后面、 边上
这些习惯不见了， 前面的座位很
快就坐满了人， 甚至有人用包替
他人占了位子。

“申请人介绍一下自己的请
求事项。”庭审开始，仲裁员爽朗
地说。

申请人席上， 一个瘦小的女
孩开始介绍：“今年4月16日我被
商贸公司聘为高级销售员，到7月
22日只干了三个月。7月16日，单
位电话通知我试用期不合格，要
与我解除劳动关系。我不同意，因
为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此后我因药物过敏开始休病
假。7月22日， 公司以连续旷工三
天为由将我开除了， 我申请单位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我们销售员的岗位分早晚
班，每个班次要工作9小时，我要
求公司支付延时加班费。 我入职
后未休过年假， 单位要支付年休
假工资……”申请人晓梅（化名）
一口气说了7项请求。

被申请人答辩时， 商贸公司
的代理律师说： “申请人最后一
天出勤是7月15日， 此后她一直
未来上班。 她说生病了， 但没请
假， 也没交过病假条； 对于延时
加班工资 ， 因为每天有 一 小 时
的吃饭时间 ， 减去这部分正好
是工作8小时， 所以不存在加班
的情形； 晓梅确实没休过年假，
但她刚来三个月， 按照 《职工带
薪年休假条例》 的规定， 她不能
享受带薪年休假……” 他将晓梅
提出的7项请求， 一一进行了反
驳。

接着是当庭调查、 质证举证
等一系列法定程序。 一个多小时
过去了，仲裁开庭现场鸦雀无声，
调解员和工会干部们认真地看着
听着，有的还时不时做着笔记。

仲裁员张毅宣布休庭。随后，
她对申请人提出的7项请求，逐一
进行了分析。讲到精彩处，有人小
声赞叹：“真不简单， 这么复杂的
案件，刚审完就捋清了！”“看了庭
审再听人家一分析，真透彻！”

答疑解惑沟通互动，
过瘾！

到了互动环节， 一个小伙子
抢先问道：“像晓梅这种销售员，
常常吃饭时也要接待顾客， 我觉
得这种吃饭时间应该计算在工作

时间里， 除非单位能提供固定的
吃饭场所。”

仲裁员张毅解释：“您说的这
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 我个人理
解， 这一个小时是单位给她吃饭
的， 当然不排除她今天在一小时
吃饭时间内， 有10分钟或者半小
时还在工作， 但可能其他几天她
只是在吃饭。 只因为这一天吃饭
时工作了就计算她每天延时加
班，是不是对单位不公平呢？况且
单位给她一小时吃饭休息时间，
是符合大家作息时间常态的，所
以这一小时不能计算在工作时间
内。”

一位中年女士有不同意见 ：
“很多销售员都是一个人当班，有
看管柜台、货物的义务。如果晓梅
吃饭时有这个义务的话， 我认为
就不能算是单纯的吃饭时间，应
该计算在工作时间内。”

没等仲裁员答话， 一个三十
多岁的男同志站起来：“这个我来
回答一下吧。 我做过几年卖场管
理，比较了解这块的情况，根据管
理规定， 是不允许工作人员在卖
场内吃喝的。 晓梅工作的地点是
一个大型卖场， 如果允许在场内
吃喝， 那么这家商场的品质就太
低了， 所以边吃饭边销售的情况
应该是不存在的。”

这时，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仲
裁处廖处长拿过话筒：“说到吃饭
时间，中午12点到1点，我们仲裁
员在别人吃饭时还在开庭， 这是
没有加班费的。 单位提供固定场
所让员工吃饭，很难。仲裁员会根
据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裁
决。 那我们就不在吃饭问题上纠
结了，好吗？”大家都笑了，现场响
起热烈的掌声。

职业体验课 学生动手做麻团
北京市总工会创新调解员培训模式 “同学们，你们看，要先将面

粉与开水搅拌均匀 ， 比例为1:1
……”昨天，在丰台职业教育中心
校， 首医大附中的学生围在烹饪
课教师郑阳的身边， 饶有兴致地
听他介绍麻团的做法。当天，丰台
区启动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
90余名学生成为首批“尝鲜”者。

丰台区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
心设在丰台职教中心校， 以充分
利用区域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
为中小学生打造职业体验平台，
将组织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前来，
了解多种职业的基本知识， 培养
既会学习又会生活的多项技能，
提升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为将来就业做准备。

据丰台教委副主任钟灵介
绍，职业体验中心现有9大类15门
课， 包括汽车美容、 精美糕点制
作、 插花艺术、 计算机组装与维
护、PS平面设计、影视配音、废旧
物品制作等实用类别。 中心采取
长短课结合的方式，以校为单位，
既会利用周末、 假期等大段时间
安排学生集中学习， 也会安排课
外活动课、校本课、社会实践课等
课程时间， 分批组织不同年级学
生前来。“目前是试点， 将逐步扩
大体验范围， 将来全区学生都要
参加。”

丰台职业中心学校教学副校
长唐耶夫说， 除了中小学生过来
学习外，本校还会外派教师，将职
业体验课程送到集群校。 未来将
制作课程菜单， 供各校学生自由
选择， 甚至会为不同学校量身定
做体验课程。

作为首批试点职业体验的教
育集群， 方庄教育集群和北京南
站教育集群共有30所中小学约2
万名学生，将分批组织学生过来。
在昨天的首堂体验课上，90余名
学生分成不同小组， 跟着职教中
心校教师体验。 糕点制作课特别
受欢迎，能学习到曲奇小饼干、妙
芙蛋糕、 蓝莓葡式蛋挞等糕点的
制作方法，学生学起来格外卖力。

“加水时要一点点放……”
郑阳指导学生边加水边揉面， 一
个女生劲儿使大了点， 面粉顺着
水流了半桌子， 引来一阵惊呼。
郑阳笑了， 只见他东按两下， 西
捏两下 ， 散了的面粉重新归好
堆， 示意学生接着揉。 首医大附
中高二学生吕一方下过厨房， 会
炒饭、 炒几样简单菜式， 但从来
没学过麻团怎么做。 认真地听着
郑老师的介绍 ， 她小心地和着
面， 面粉蹭到衣服上， 也顾不上
擦， “我想尽快学会做麻团， 回
家给爸妈做一次。”

近几年来 ， “老年抑郁症 ”
这个词已经在人们耳中不再陌
生，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深受此类
疾病的困扰。 日前， 椿树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邀请到北京市安定医
院的专家为辖区的退休老人们上
了一堂免费的心理疏导课。

课程主要针对社区老年人目
前心理健康状况， 以及老年抑郁
症的相关内容进行讲解。 其中关
于老年抑郁预防、 治疗的内容，
让老人们提起了兴趣， 大家纷纷
参与问答。

63岁的王大妈就表示近一个
月来总是高兴不起来， 家里一堆
的烦心事让她心情越来越糟，吃
不下睡不着，疲乏无力，记忆力下
降，有时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她
怀疑自己得了什么大病， 到医院
检查，只是诊断为“心脏神经官能
症”， 而且吃药后却始终不见好。
后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 她才知
道自己是患了老年抑郁症， 经过
系统治疗，才有所缓解。

专家表示， 所谓抑郁症， 说
简单一点就是情绪低落， 整天高
兴不起来， 这种症状的形成跟当
事人的个性特点有关， 往往责任
与焦虑成正比： 责任心强、 做事

认真、 好强的老人更易患老年抑
郁症， 而绝大多数老年抑郁症患
者发病前有一定的精神诱因， 比
如家庭矛盾、 经济纠纷、 夫妻不
睦、 子女不孝等。 尤其是离退休
后社会圈子缩小， 心理有落差，
如不及时进行心理调节， 就很容
易使病情加重。

“老年人抑郁的后果是极其
严重的， 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
专家说， 由于抑郁是长期情绪低
落的结果， 因而很容易引发心肌
梗塞、 高血压、 冠心病和癌症等
身体疾病。 抑郁症患者自身非常
痛苦， 而家人往往都不理解， 这
就更难以早期发现和治疗， 很多
都是发现患者有自杀意向的时候
才引起重视。

据悉， 椿树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将发挥心理卫生专业优势， 紧
密联系周边社区， 广泛传播健康
知识， 让更多群众受益。

椿树居民不出社区治“心病”
□本报记者 陈曦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丰台职业体验中心为学生将来就业奠基

仲裁现场的培训课真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