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未缴社保美发师辞职
单位付经济补偿2万

基本案情
27岁的杨浩峰是广东人， 学

几年美发技术后来到北京。 2009
年初， 他被乐紫美发中心聘为美
发师， 后升职为技术总监， 2014
年10月离职。 不久， 他向仲裁委
申请仲裁， 要求原单位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接到仲裁受理通知书后， 美
发中心的朱经理很不理解： “杨
浩峰个人主动提出辞职， 又不是
我们辞退的， 怎么还能要求单位
给他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呢？”

杨浩峰介绍： “单位不给我
缴纳社保费， 我提了好几次他们
都不同意， 这关系到我以后退休
的大问题， 所以我才辞职的。”

朱经理说 ： “签劳动合同
时， 我们打算给他缴社保， 可他
说在老家上着保险呢， 而且社保
异地对接存在困难 ， 他自愿放
弃， 所以单位每月给他一定的保
险补助。 另外， 他辞职前已找好
了下家 ， 目前在一家美容店上
班， 现在他索赔属于恶意诉讼。”

说着， 朱经理拿出一份杨浩
峰写的申请书 ， 上面写道 : “入
职乐紫美发中心前已在户籍所在
地缴纳社会保险， 决定继续在当
地缴纳， 同意中心在工资之外就
单位应缴纳部分给予适当的补
助 。” 而杨浩峰对此不予认可 ，
表示自愿放弃社保是假的， 申请
书是单位为了应付劳动监察部门
虚拟的。

令朱经理没想到的是， 仲裁
经过审理， 裁决乐紫美发中心向
杨浩峰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2万元。

说法
本案中， 解除劳动关系的原

因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单位说是
职工个人原因辞职， 而杨浩峰则
称是因单位未缴社保被迫辞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13条规定， 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
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
劳动争议 ，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乐紫美发中心虽然在仲裁庭
审时主张已经按杨浩峰的申请书
内容， 按月向其支付了社会保险
补偿， 但单位未能提供证据来证
明这一点。

根据杨浩峰提供的解除劳动
合同书及送达查询单， 应视为杨
浩峰以单位未给其缴纳社保费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且单位已
于次日签收， 该行为符合 《劳动
合同法》 第38条中 “用人单位未
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所规定的情形， 所以， 乐紫美发
中心应自2008年1月1日起按照杨
浩峰在单位的工作年限来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在此需提醒单位， 为职工缴
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即使职工主动申请不缴， 单
位也不应该规避缴费责任 ， 否
则， 一旦被查实， 不但要为职工
补缴 ， 还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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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台】

残疾小伙来京打工
工作3年被炒鱿鱼

魏西春出生在河南一个小山
村， 小时候因伤造成右腿残疾。
由于下地干农活不方便， 1997年
10月， 29岁的他来到北京打工。
经老乡介绍， 在金新极公司的职
工食堂做了一名临时工。

金新极公司是一家大企业，
职工不但多而且是三班倒， 食堂
要提供早中晚和夜餐四顿饭。 为
了让上班的职工都能按时吃上热
乎的饭菜， 食堂员工每天一上班
就要投入紧张的工作， 不但工作
量大而且还得手脚麻利。

刚开始， 魏西春就干些收拾
餐桌、 打扫卫生的活儿， 可他腿
有残疾走路慢， 常常是这边就餐
的人正等着他来擦桌子， 那边的
卫生却还未清理干净。 由于职工
就餐时间就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
都着急， 免不了会经常催他、 向
食堂提意见。

影响了职工吃饭， 魏西春心
里也急， 食堂领导便给他调换了
岗位， 让他择菜、 洗菜。 可是在
家里这种活儿都是由母亲和姐妹
等女人干的， 所以他心里很不情
愿， 但嘴上又不敢说， 工作起来
难免有些消极。 时间一长， 同事
们便对他有些意见。

2001年春节前， 食堂经研究
决定将其辞退。 过了两天， 带着
单位发的年货， 魏西春回了河南
老家， 此后与单位再也没有了任
何往来。

间隔7年突然现身
要求补偿并缴社保

2008年3月的一天 ， 魏西春
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 ， 并说 ：
“你们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我
要维权！”

事隔7年， 公司和职工食堂
已更换了领导 ， 谁也不认识他
了。 但听说单位侵权了， 公司领
导赶紧派人接待 。 魏西春说 ：
“我从1997年10月起在这儿的食
堂工作， 可你们从来没给我缴纳
社会保险。 我这次来就是要求单
位补缴10年来的社保费， 并向我
支付经济补偿。”

单位负责人听了介绍， 说：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 当时的
人又都不在这儿工作了， 您容我
们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到时一定
给您一个答复。”

随后， 公司指派专人对魏西
春自述的工作时间等情况进行全
面查证， 先后联系了当年职工食
堂的负责人， 以及跟他一起工作
过的职工， 并查阅了工资发放凭
据和有关证明材料等。 最终查实
魏西春在金新极公司食堂的工作
时间为1997年10月至2001年1月
20日， 合计3年零4个月， 这与他
自述的工作时间有较大出入。

公司将核查结果告诉了魏西
春， 对方却不认同： “甭管干的
时间长短 ， 我确实在这儿工作
过 。 《劳动合同法 》 已经实施
了， 你们辞退我时没给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 所以现在我还应该
算是你们这儿的职工。 工资我就
不要了， 但必须给我补缴1997年
10月至今的社保费和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

职工要求不合规定
单位求助工会调解

经多次沟通， 魏西春坚持要
求补缴10年社保费和30万元经济
补偿金。 企业很为难： “你的要
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啊。”

任凭单位怎么解释， 魏西春
就是不听， 而且情绪更加激动，
不但每周都来公司要求解决问
题， 还不断给有关领导打电话，
有时还在深夜里打。 这还不算，
他还先后到公司上级主管单位和
国家有关部门上访。

公司先后分管此事的汪主任
和章主任介绍 ： “他家生活困
难 ， 想多要一些补偿我们能理
解。 他虽然是曾在公司工作过的
临时工， 但工作过一天也是我们
单位的劳动者， 他的合法权益我
们就一定要维护。 所以领导一再
要求， 在国家和北京市政策允许
的范围内稳妥处理， 尽最大努力
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见自己的要求迟迟得不到解
决 ， 魏西春他的犟脾气又上来
了， 通过各种途径给上级领导和
其他部门打电话、 写投诉信。

看着一封封从其他单位转来
的信件， 汪主任很无奈： “明明
他只工作了3年零4个月， 非让我
们给他补缴10年的社保费， 这违
反规定的事根本做不到嘛。”

有人出主意： “干脆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吧。 让他去申请劳动
仲裁或到法院起拆， 人家怎么裁
定咱们怎么执行。”

公司领导有些犹豫： 如果他

输了官司， 心里的疙瘩解不开，
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经反复研究， 公司决定要对社会
维稳负责， 不把矛盾一推了之。

2014年5月 ， 了解到北京市
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可以调解劳
动争议后， 公司便找上门来， 希
望工会为他们调解这起纠纷。

工会耐心调解1年
7年纠纷终于化解

来到工会调解室， 魏西春理
直气壮地说 : “我是2008年3月去
找的单位， 从1997年10月至2008
年3月有10年多的时间， 零头就
不要了， 单位给我补缴10年的社
会保险就成。 经济补偿金我要30
万元。” 汪主任纠正他： “您实
际上只工作了3年零4个月啊。”

见魏西春不说话， 调解员问
他 ： “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
“我工作时他们没给我缴费， 所
以得加倍补回来 。 《劳动合同
法》 说了， 解除劳动关系就得给
经济补偿， 他们把我辞退了， 不
给补偿行吗？”

“北京市社会保险是从1992
年10月开始的， 而外地户籍人员
从1998年7月才被列入缴纳范围。
按照北京市有关规定， 您1998年
7月以前的社会保险是无法补缴
的。 而您在2001年1月20日离职
后， 由于单位里没有您的劳动关
系， 无法提供包括您在内的单位
工资表原始单据， 所以在这以后
的社保费也无法补缴。 不是单位
不给您补， 是按法律规定他们根
本就无法补缴。” 调解员向魏西
春详细介绍着法律知识。

停了一会儿 ， 魏 西 春 说 ：
“我本身有残疾， 父亲去年病逝
了， 唯一的妹妹又患了癌症， 不
多补几年社保， 以后年龄大了我
怎么生活啊？” 调解室里沉默了。

过了几天， 工会调解员单独
跟汪主任沟通， 单位同意两步走
的解决方案： 先按魏西春当年的
月平均工资基数和保险缴纳比
例， 为他补缴1998年7月至2001
年1月的养老保险； 对其按照国
家政策不能补缴的1997年10月至
1998年6月的社保费， 按照企业
规章制度为他申请困难补助。

再次见到魏西春， 他同意了
两步走的解决办法。 正当单位积
极为他补办社保时， 他却突然变
卦， 调解搁浅了。

工会调解员不断打电话跟魏

西春沟通， 给他做工作， 让他抽
空来北京继续调解。 就这样， 经
过无数次电话沟通和四五次的现
场调解， 近日， 魏西春终于与单
位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单位
为其补缴1998年7月至2001年1月
期间的养老保险， 并支付2万元
困难补助。

工会说法
解决劳动争议顽疾
须靠三方共同努力

针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件， 市
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
人说： “解决这种持续多年的顽
疾， 要靠单位、 职工和工会三方
的共同努力。 比如在本案中， 单
位理解职工、 坚持化解矛盾、 为
社会维稳负责的态度是解决纠纷
的关键； 我们准确掌握事实后，
在调解过程中耐心向职工讲透法
律， 融法于理， 融理于情， 并得
到了职工的认可。”

从表面看， 职工的要求不合
理， 但这是当年单位未依法给职
工缴纳社保费留下的隐患。 《劳
动合同法》 实施后， 魏西春凭着
自己对法律一知半解的了解来维
权， 结果就发生了这起持续7年
的劳动争议。

面对职工依法无据的过高诉
求， 公司并没有一推了之， 他们
明白如果魏西春走法律程序申请
劳动仲裁、 到法院诉讼， 可能会
因为超过时效而不予受理， 到时
虽然单位解脱了， 但职工的逆反
心理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单位正是凭着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申请了工会调解， 并在调解过程
中积极配合， 这才有了最终和解
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提
醒， 职工维权时对法律理解要全
面， 提出的诉求必须依法有据。
本案中单位未给职工缴纳社保费
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 但职工因
此就要求公司补缴10年社保也是
不合理不合法的。 另外， 《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7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
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计算。 根据目前法律规定，
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诉
讼的法定前置程序， 因此职工必
须在有效期内申请仲裁， 否则就
会因超过时效而被驳回。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太感谢你们了， 帮我们单位彻底解
决了这起拖了7年的劳动争议！” “我也得
感谢你们， 不但帮我维了权、 得到了补
偿， 还给我普了法。” 在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的调解室里， 用人单位金新极
公司和该单位十几年前的临时工魏西春一
起向调解员道谢。

记者5月8日采访了解到， 经过该中心
工会调解员一年的努力， 在单位补缴社保
费并支付2万元困难补助后， 魏西春与原
单位持续7年的这起劳动纠纷终于划上了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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