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包能不能抵加班费？ 不行
■补休能否代替加班费？ 不成
■值班能不能要加班费？ 可协商补偿
■未经批准加班能否要加班费？ 不合适

典型案例：
消费者张先生去年在延庆某

洗车店办理了一张预付费洗车
卡， 往卡中存了一些钱， 谁知没
过多久， 洗车店由于经营原因更
换了店主。 张先生来洗车时， 新
的洗车店店员称原来负责人办理
的洗车卡因制作粗糙 ， 易被仿
造， 导致现任负责人不易分辨原
卡的真实性， 所以不能为消费者
张先生提供洗车服务。 张先生觉
得很生气， 毕竟卡中存了钱， 找
到商家理论后， 商家拒绝了张先
生的要求。 无奈之下， 张先生来
到延庆工商所， 工商干部了解情
况后， 来到洗车店， 查对原账本
记录 ， 确定了该洗车卡的真实
性。 现任负责人也在第一时间为
该顾客办理了新的洗车卡。 消费
者张先生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在办理洗车卡时应注意
以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洗车店。 因
目前洗车行业鱼龙混杂， 从业人
员素质良莠不齐， 部分人员并未
取得驾照等技能证书， 就擅自挪
动车辆， 极易出现安全事故。 消
费者在办理洗车卡时， 应尽量选
择已申领营业执照的正规洗车
店， 慎做 “甩手掌柜”。

第二， 签订书面合同。 现在
许多洗车店办理洗车卡时， 一般
都采取预付费形式。 所以， 消费
者在消费之前， 最好签订书面合
同。 在合同中， 消费双方应有明
确的细则约定， 来界定卡过期等
违约责任。

第三， 切莫冲动消费。 不办
卡洗车一次30元， 办张预付卡，
每次能省10元钱。 有些消费者可
能会因为便宜而冲动消费 ， 但
是， 假如预付卡不小心过期， 预
交费用没有消费完 ， 可就闹心
了。 消费者最好从自己的实际情
况出发， 购买办理洗车卡。

现如今，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
汽车。 对于车主来说， 必不可少
地要对爱车进行保养清洁， 随之
而来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 前不
久， 家住延庆的张先生因延庆某
洗车店更换店主导致原来办的洗
车卡作废， 在延庆工商分局延庆
工商所的帮助下， 成功拿到了新
的洗车卡。

马延景

洗车店易主生纠纷
工商调解换了新卡

【法律咨询台】

怀疑妻子不忠 施家暴致离婚应赔精神损失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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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士性格开朗、喜欢交往，
李先生性格内向且长期在外地上
班。因此，李先生总怀疑妻子红杏
出墙。三个月前，李先生网购了一
款名叫“猜疑终结者”的产品，通
过给对方提供孙女士的名字、工
作单位、联系方式（QQ、微信、手
机号码）、兴趣爱好等信息，由对
方设法添加孙女士为好友、 进行
聊天、短信交往，从而测试其对丈
夫是否忠诚。

测试结果表明， 孙女士有出
轨可能， 李先生更加觉得妻子对
其不忠， 遂多次对其拳打脚踢，
导致其住院治疗， 不仅让孙女士
遭受肉体痛苦， 还让其遭受了严

重的精神伤害， 最终二人感情破
裂。 孙女士咨询： 其能否要求离
婚并向丈夫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说法：
孙女士有权要求离婚， 且可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法》 第29条第三款规

定， 存在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情形的 ， 调解无
效 ， 应准予离婚 。 其第46条指
出， 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
28条则进一步明确， 前述 “损害

赔偿”， 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
神损害赔偿。 涉及精神损害赔偿
的，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 的有关规定。 也
就是说， 只要由于夫妻一方实施
家庭暴力，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另一方便有权提起离婚诉讼并获
得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

所谓家庭暴力， 按照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 第1条规
定， 即 《婚姻法》 第3条、 第32
条、 第43条、 第45条、 第46条所
称的 “家庭暴力”， 是指行为人
以殴打、 捆绑、 残害、 强行限制

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
庭成员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
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 持续性、
经常性的家庭暴力， 构成虐待。

本案中， 李先生无端怀疑孙
女士出轨， 借用 “猜疑终结者”
产品， 出卖孙女士的个人隐私，
对其进行毫无科学依据的 “忠诚
测试”， 并以此结果为依据， 多
次对孙女士拳打脚踢， 客观上已
经导致孙女士的肉体、 精神均受
到严重伤害， 使得夫妻感情随之
破裂， 明显当属其列。 故即使李
先生不愿离婚、 拒绝作出精神损
害赔偿 ， 法院也会依照上述规
定， 支持孙女士的诉讼请求。

春节长假期间， 仍有不少企
业员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特别
是服务行业的员工。 上班伊始，
加班费自然成为上班族热议的话
题， 不少劳动者对 “加班费” 的
概念还比较模糊， 对如何计算加
班费 ， 如何维权也存在诸多误
区。

加班后发红包
加班费仍然不能少给

小玲是某企业客服， 由于是
服务窗口， 所以春节无法统一休
息， 只能轮流上班， 交替休息 。
小玲被安排在初一至初三加班。
加班期间， 由于客服人员较少，
小玲忙上忙下 ， 非常辛苦 。 然
而， 单位只在长假后给每名参加
值班的员工发了一个100元的红
包， 并明明白白地表示， 春节上
班除了正常工资外再没任何其他
费用， 发放的红包就是过年期间
的加班费。 小玲很奇怪： 单位用
红 包 充 抵 加 班 费 是 否 合 法 ？

点评：
春节红包和加班费完全是两

码事。 春节发的红包是用人单位
自愿对员工一年工作表现的肯定
和褒奖， 是一种福利， 给多给少
全凭自愿， 并无硬性标准； 而加
班费则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放弃
法定假日休息的一种补偿， 其由
法律直接规定， 根据 《劳动法》
第44条规定， 对节假日加班的，
用人单位应支付三倍工资； 对休

息日加班的， 应支付两倍工资。
本案中， 小玲被安排在初一至初
三加班属于法定节假日加班， 单
位必须支付三倍工资， 不能用红
包充抵。

法定假后调休
补休不能代替加班费

小丽是一家品牌超市收银
员， 她在春节期间只在除夕休息
了一天， 其余时间都在上班。 春
节加班虽然让自己错过了举家团
圆的机会， 但却能获得更高的报
酬， 这一点让小丽略感欣慰。 但
令小丽意外的是， 今年长假后超
市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发放加班工
资。 超市人事部门经理表示， 因
受电商的冲击， 超市业绩惨淡，
无力支付加班工资， 安排春节期
间加班的员工补休 。 小丽很气
愤， 但又觉得超市的这种做法好
像也没什么不公平的。

点评：
用人单位能否以 “补休” 代

替加班费要区分是在法定节假日
加班还是休息日加班。 由于法定
节假日是亲朋欢聚、 举家团圆的
好日子， 自然显得重要和珍贵。
因此， 劳动法仅规定了在休息日
加班的， 用人单位可以调休， 而
在法定节假日， 用人单位是不能
以调休来代替加班费的。 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2015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 规定， 2015年
春节7天假由法定节假日和休息

日两部分组成， 其中初一至初三
为法定节假日， 用人单位必须依
法支付加班费， 不能调休。 大年
三十、 初四至初六为休息日， 用
人单位可以安排调休， 而不支付
加班费。

仅是值班未加班
员工无权要加班费

小张是某电脑公司技术部职
员。 因春节长假的安保需要， 公
司安排他大年初一值班一天。 春
假后上班的第一天， 小张到公司
财务部申请加班费， 却被告知值
班不同于加班， 只能领取值班津
贴。 小张认为自己放弃了和家人
团聚的机会， 大年初一到公司值
班， 单位就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规
定向其支付不低于三倍的工资。
但公司却认为， 值班只是因为安
保、 消防等需要， 且也是可以休
息的， 故不同意支付三倍工资。

点评：
“加班” 属于延长劳动时间，

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 “值班” 是
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概念。
加班是指法定工作时间外， 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继续从事原工作
或者与单位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
工作。 而值班则是用人单位因安
全、 消防、 行政等需要， 安排劳
动者从事的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工
作。 两者的区别主要看劳动者从
事的工作是否属于本职工作内、
是否属于公司 “生产经营” 的需

要。 本案中， 小张因单位安保需
要被安排值班， 不属于加班， 故
无权主张加班工资。

自愿到单位上班
未经批准没加班费

在某超市上班的小美， 因为
没有买到回老家的车票， 无法回
家过年， 遂在春节期间主动到单
位加班。 可是令小美颇为纠结的
是， 长假后超市向每一位加班的
员工发放了加班工资， 却唯独没
给自己发放。 小美为此找到超市
经理， 可超市经理却告诉她， 因
为考虑到小美系外地员工， 春节
要回老家过年， 所以就没安排她
加班， 也就没有加班费了。 小美
感到非常疑惑： 难道自己是白加
班了吗？

说法：
根据 《劳动法》 第41条规定

和劳动部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3条规定， 用人单位支付加班
工 资 的 前 提 是 “ 用 人 单 位 根
据 实 际需要安排员工在法定标
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即由用
人单位安排员工工作的， 用人单
位才应支付加班工资。 如果既没
有用人单位的要求， 也没有用人
单位的批准， 而仅仅是员工自愿
到单位上班的 ， 那么不属于加
班 ， 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加班工
资 。 本案中 ， 小美明显属于后
者， 因此其主张加班费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

春节坚守岗位
红包能否顶加班费

□陶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