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调解6小时帮讨补偿近10万
提醒：“有关系没劳动，有劳动没关系”不是侵权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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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
和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 将劳
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的一种
用工形式。 劳务派遣的最大特点
是劳动力雇佣与劳动力使用相分
离。 被派遣的劳动者不与用工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关系，
而是与劳务派遣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 ， 这就形成了 “有关系没劳
动 ， 有劳动没关系 ” 的特殊形
式。 而这种用工形式， 总是让一
些不规范的用人单位在不知觉中
侵害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保
洁公司工作的陈女士等60名员工
就因此被单位以辞退 ， 幸运的
是， 在工会法律援助下， 她们终
于为自己讨回了说法。

投诉———
保洁公司仓促裁人

惹争议
陈女士所在的保洁公司是北

京经济开发区一家以提供保洁服
务为主的劳务派遣公司。

“我们已经与保洁签订了劳
动合同， 现公司将我们无缘无故
开除， 实在难以接受。” 陈女士
等一些老职工在向开发区总工会
帮扶中心反映说。 另一些新入职
的职工反映说， 他们是在朋友介
绍下从老家过来工作的， 刚来到
这家保洁公司工作， 在附近租了
房子付完房租 （押1付3式租赁），
没到一个月就将他们辞退， 现在
身上一点钱都没有。 于是， 在没
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 他们来到
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想
在这里 “讨个说法， 要个公平”，
希望得到开发区总工会的法律援
助。

接到陈女士等员工反映的问
题后， 中心工作人员经过了解，
得知员工们的主要诉求是： 一是
要求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工资；
二是提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 应当提前通知职工， 现在用
人单位无故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
按照法律规定支付补偿金。

当时考虑到涉及职工数量众
多， 担心职工情绪难以控制， 帮
扶中心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与用
人单位取得了联系， 对事件发展
进行详尽了解。 原来， 该保洁公
司作为派遣单位与一家劳动派遣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劳动派遣公
司作为用工单位其客观情况发生
了变化 ， 将劳动者退回派遣单
位。 合作未满一个月， 突然裁员
且涉及职工数量多达60人， 保洁
公司没有岗位安置这些派遣工，
最终仓促做出了裁员的决定， 于
是引发了职工们到帮扶中心寻求
帮助。

维权———
工会出面迅速调解

化危机
面对职工们的维权要求， 是

被用人单位的无理辞退。 帮扶中
心工作人员提出， 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
务， 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规
定 ， 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
间，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按月支付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最低工资。 无故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金。 当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一致的， 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为此， 根据上述规定， 工会
调解中心认为公司应对此给予答

复， 并给职工们一个明确合理的
交代。 接下来， 在中心工作人员
的努力调解下， 保洁公司的代理
人与职工代表先后进行了3轮谈
判， 长达6个小时的沟通。 员工
作为申请人， 在谈判中再次提出
了自己的诉求。 在中心调解员的
指导下， 用人单位进行了 《劳动
合同法》 的补习， 对这次事件中
存在的过失有了新的认识， 并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过多方努力， 在帮扶中心
的调解和督导下， 陈女士等员工
获得了补偿金总额共计94969元。
用人单位与职工经协商最终达成
以下协议： 一是双方协商一致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 被申请人根据
员工工作年限的不同， 向申请人
支付500元至1000元的补偿金；二
是双方对本协议项下支付金额确
认无误，不再有任何其他纠纷。

“没想到， 工会这么快就顺
利调解了这场劳资纠纷。” 陈女
士说， 为表达感谢， 员工们特意
制作一面写有 “服务企业， 共筑
诚信， 携手共建， 和谐社会” 的
锦旗赠给帮扶中心。

提醒———
妥善处理好劳务派

遣的桥梁作用
通过这起劳动维权纠纷案 ，

北京经济开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中心调解员王红璐分析说， 劳务
派遣单位是持续连接用工单位与

被派遣劳动者的桥梁， 劳务派遣
单位的运营管理风险亦与用工单
位、 被派遣劳动者持续相关， 应
清醒认识妥善处理。

王红璐认为， 这场纠纷的顺
利调解 ， 主要依据以下规定 。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
劳动者订立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这就决定了劳动派遣
单位与用工单位及被派遣劳动者
之间的关系长度。 劳务派遣单位
与用工单位之间力求做到相对稳
定的长期合作关系， 实现派遣岗
位的相对稳定性 ， 从而 保 证 双
方 的 收 益 持 续 增 长 ； 对 于 被
派 遣 劳 动 者 来 说 ， 在 两 年 的
劳 动 合 同 期 间 ， 派 遣 单 位 要
帮 助 员 工 解 决 如 岗 前 培 训 、
薪 酬 福 利 管 理 、 劳 动 合 同 管
理 、 争议纠纷的协商、 伤病等
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工作。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
条之规定， 用人单位辞退或解除
劳动合同， 除特殊情况外 （如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
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等）， 当然向员工支
付经济补偿或赔偿。

另外， 如果符合劳动合同法
及劳动合同的约定， 用人单位应
按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 四
十七条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如果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
合同的约定， 用人单位应按 《劳
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 八十七条
规定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赔偿
金是经济补偿的二倍。

最后，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五十八条之规定， 劳务派遣单
位是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劳务派遣单
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
同， 除应当载明劳动合同必备事
项外， 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
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 、
工 作 岗 位 等 情 况 。 劳 务 派 遣
单 位 应 当 与 被 派 遣 劳 动 者 订
立 二 年 以 上 的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按 月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
被 派 遣 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 ，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
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
其按月支付报酬。

入职不足一个月被裁 60名派遣工向公司索赔未果

时下， 各品牌的零食专卖店
遍布商场、 超市， 瓜子、 花生等
干果 ， 果丹皮 、 巧克力应有尽
有， 购买起来非常方便。 近日，
延庆消协接到一起关于在干果店
购买干果引发的投诉， 在延庆消
协的调解下， 消费者张女士顺利
获得了赔偿。

典型案例：
前不久， 消费者张女士在逛

商场时， 发现一家新开的干果店
在做促销活动， 张女士觉得价钱
很合适， 于是花了70元购买了核
桃、 花生等干果。 没想到， 当张
女士回到家后， 突然发现购买的
干果中有小虫子 ， 当即非常生
气， 立刻回到干果店要求退货。
商家称张女士购买时没有发现虫
子， 反倒是回到家才发现虫子，
态度恶劣地怀疑是张女士自己动
了手脚， 一怒之下， 张女士来到
延庆消协进行投诉。 消协调查后
发现， 张女士购买的干果中的确
有小虫子， 这样的干果已经无法
食用 。 消协多次和商家联系沟
通， 商家承认张女士购买的干果
是他们店的， 经过消协工作人员
多次耐心地调解， 商家当场赔偿
张女士280元， 张女士对消协的
工作表示感谢。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在干果店购买干果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在正规商场、 超市购
买。 干果是入口的食品， 消费者
在购买时 ， 一定要在正规的商
场、 超市进行购买， 购买时还要
认准经营者是否有营业执照及食
品流通许可证明等资质， 再进行
购买， 确保食品安全。

第二， 最好购买定型包装干
果。 干果的销售形式一般为定型
包装和散装两种， 相对而言， 散
装的干果比较便宜， 买多买少可
以根据消费者的意愿选择， 比较
受消费者的喜爱。 定型包装的干
果在包装上标有厂名 、 生产日
期、 保质期等必要内容， 散装干
果则没有这些信息， 消费者只能
凭借观察干果色泽是否正常、 有
没有异味进行判断甄别。 如果有
可能， 消费者最好当场试吃感受
一下干果的具体品质。

第三， 留存购物凭证。 消费
者在购买完干果后， 一定要留存
购物凭证， 以便出现问题时可以
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新购干果中有虫
消协调解获赔偿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因为之前的一个物业项目到
期终止， 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20
多名员工停工了一个多月， 员工
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调解中心
进行咨询 ， 并反映了 他 们 这 些
派遣员工外派工作时断时续 ，
不 能 保 证 稳 定 的 持 续 工 作 ，
而 派 遣 公 司 在 停 工 期 间 也 不
允 许 这 些 人 离 职 ， 造 成 了 这
些 派 遣 员 工 在 停 工 期 间 没 有
生 活 费 ， 造 成 了 生 活 困 难 。
员工们疑虑 ： 这样待下去生活
都没有保障了怎么办？ 不知道按

照法律规定， 在停工期间他们是
否仍有劳动报酬？

说法：
针对员工们反映的问题， 有

关法律人员分析认为， 派遣工停
工期间仍有劳动报酬， 劳务公司
须按当地最低工资发放。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58
条第1款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
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用
人单位即是指具有用人权利能力

和用人行为能力， 运用劳动力组
织生产劳动， 且向劳动者支付工
资报酬的单位 。 劳务派遣公司
是用人单位， 其应当与劳动者签
订2年以上的固定劳动合同。 所
签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 《劳动
合同法》 第17条所要求的一般条
款外， 还应当载明被 派 遣 劳 动
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 、
工 作 岗 位 等 情 况 。 被 派 遣 劳
动 者 享 有 与 用 工 单 位 的 劳 动
者 同 工 同 酬 的 权 利 。 劳 务 派
遣 单 位 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

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

同时， 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公
司建立劳动关系后， 在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 如果出现实际用工单
位结束用工， 劳动者处于待工状
态的情况， 那么，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58条第2款的规定 ， 用
人单位 （劳务派遣公司） 应当按
照当地的最低保障工资按月给劳
动者提供生活保障。 通过调解20
多名待岗员工拿到了一个月的最
低工资。

劳务派遣工停工期间仍有劳动报酬 □本报记者 博雅

调解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