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褚军花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公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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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看到职工的笑脸是最大的收获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实习生 吴嘉莉 文/摄

一场官司背后的双喜临门
北京市天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们不同意调解。 她不服从领导
安排给B公司做账 ， 迫使单位又花钱
请了会计公司， 这笔损失还得由她赔
呢 ！” 8月初的一天上午 ， 仲裁庭上 ，
远泗国际商务公司人事部经理陈溟理
直气壮地说着。

在申请人席上， 刘姝娜刚要发火，
坐在她旁边的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副主任、 公职律师褚军花轻轻拦
了她一下 ， 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 ：
“劳动合同上并未约定申请人要为B公
司做账啊。” 陈溟毫不示弱： “领导安
排了， 她就应该服从。” “如果领导让
做假账， 难道她也得服从吗？”

“我们单位是守法企业， 不可能
让员工做违法的事。” “刘姝娜是工会
副主席兼会计， 劳动合同约定她的岗
位是为A公司做账。 现在领导让她为B
公司做账， 您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应

该明白， 单位安排员工从事岗位职责
范围以外的工作时应与其协商。 对于
不合理的、 认为不合法的， 员工有权
拒绝。 同时， B公司作为您单位的下
属企业 ， 理应有专人负责财会事务 ，
因无人做账而导致花钱外请会计公司，
其损失应由单位自担。”

听褚军花这么一说， 陈溟岔开了
话题： “单位规定只给员工报销工作
范围内的通讯费， 而刘姝娜今年1月的
手机费高达1200余元， 明显不合理嘛，
她却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报了。”

褚军花指着单位提交的 《员工手
册》 说： “这上面规定， 员工报销通
讯费要由主管领导签字审核。 刘姝娜
在填报1200元手机费时有财务部经理
签字， 既符合报销程序， 也通过了领
导审核。 如果单位认为话费与工作无
关， 可以去调她的通话记录， 而不能

随意猜测 。” 说着 ， 她又拿出一叠材
料： “这是刘姝娜那个月的报表。”

坐在一旁的刘姝娜对仲裁员说 ：
“当时要做月统、 年统报表， 还要联系
相关部门申报预算， 又要与很多外籍
员工核对报销数据、 联系员工参加工
会活动， 所以那个月手机费比平常高
一些。” 看着一份份有力的证据， 陈溟
面无表情。

仲裁员说道： “双方先回去考虑
一下， 看能不能调解， 下次开庭继续
质证。” 走出门， 刘姝娜迫不及待地对
褚军花说 ： “褚律师您想得真周到 ，
要不是您提前让我收集证据， 那1200
元手机费单位肯定会误解我。” 褚军花
告诉她： “咱们还得努力， 尤其是考
勤问题。” 刘姝娜点点头。

一周后， 仲裁委第二次开庭审理
此案。 陈溟从桌上一尺多高的证据材

料中抽出一份电子打卡记录： “这是
刘姝娜的考勤表， 上面显示她经常上
午10点多来、 下午3点就走了， 迟到早
退情况严重。”

褚军花沉着应对： “首先， 刘姝
娜要经常外出报税、 到分公司送取报
表， 有时为了节约时间就从家直接去
办事 ， 所以会有单位说的这种情况 ；
其次， 单位的打卡机每天只能打印一
次进出记录， 外出办事回来即使打卡，
而记录上显示的也是早退。 因而仅凭
打卡记录不能证明申请人迟到早退。”

见对方不说话， 褚军花又诚恳地
说： “贵公司是行业里的佼佼者，一旦
引发诉讼，判决书会在网上公布，这对
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未必是好事。 ”陈溟
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说道： “好吧， 我
们同意调解， 你们出个方案吧。”

刘姝娜很惊讶，没想到单位会答应
调解。她明白，庭上每一次交锋的胜利，
都包含着褚军花庭下无数的努力。 最
终，经过双方反复沟通，远泗国际商务
公司同意向刘姝娜支付各种补偿25万
元。 拿到补偿款后， 刘姝娜笑了！

为职工争取合法权益的经历对褚
军花来说，每天都在上演。2002年，褚军
花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专
职从事职工维权工作，是北京市工会系
统首批五名公职律师之一。在14年的维
权工作中，褚军花为职工代理法律援助
案件、调解劳动争议不计其数，先后被
评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尽管褚军花
挣的钱没有社会上的律师多，但她心里
却有满满的收获。她说：“用法律换来职
工的笑脸， 就是最大的收获。”

8月7日， 在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
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举办的 “爱相
随,法律援助在行动” 公益宣传活动的
现场， 十位法律援助律师和受援人代
表站在舞台上， 与观众分享了他们的
故事。 其中就有来自北京市天澜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王堃。活动中，高高个子，
身材苗条的王堃还将一对寓意幸福一
辈子的精致水杯作为结婚礼物， 送给
了身边的受援人王莹， 祝她新婚幸福
美满， 场下立刻传来一阵掌声……

既替受援人维护了合法权益， 又
帮受援人找回了生活的希望、 步入了
婚姻的殿堂。 这样类似的一个个圆满
结局故事， 诠释着王堃为什么坚守在
法律援助的岗位上。

8月17日下午， 记者走进了北京市
天澜律师事务所， 见到了王堃。 当时，
王堃正低头沉浸在卷宗的世界里， 表
情严肃， 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人来访。

“王莹的婚礼热闹么？” 记得那天
在舞台上， 王莹妈妈邀请王堃参加女
儿的婚礼， 记者便问道。 “这阵子案
子太多， 净去法院开庭了， 没赶上婚
礼。 昨天王莹母亲还给我送喜糖了呢，
来大家都尝尝喜糖， 沾沾喜气。” 王堃
笑着说， 起身便去拿喜糖……

说起之前与王莹相识时的情况 ，

王堃再次恢复了律师特有的严肃。 王
堃回忆道 ， “王莹是一位残障人士 ，
情绪本就不稳定， 官司一拖再拖， 心
情很低落，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
价值了。 所以当时我一直鼓励她， 告
诉她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能赢。”

王莹身体与智力均为二级双重残
疾。 2011年8月， 王莹与一家物业公司
签订了三年期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任
协管员， 负责小区废品回收网点的废
品不被偷走， 月工资1160元。

有了工作， 王莹非常高兴， 每天
按时上下班。 然而2012年10月， 公司
以 “合同签订后王莹从不上岗， 单位
每月所发70%工资 ， 也由他人代领 ，
不了解本人实际情况” 为由， 将王莹
解聘。 而实际王莹始终按时上班， 直
到2014年8月24日合同期满。 为维护女

儿的权益， 王莹的母亲刘女士踏上了
维权之路。

刘女士先后四次提出劳动仲裁，要
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少给的
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等共计3万余元，仲
裁委予以支持。 可公司不服，四次向法
院提出诉讼，一审败诉后，继续打二审，
二审维持原判，申请再审， 故意拖延时
间， 给王莹造成心理伤害。

在第四次诉讼二审进行期间， 北
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王堃作为王莹
的法律援助律师。

为了查明真相， 王堃一次次来到
王莹工作的社区， 终于发现物业公司
提交法庭的居委会出具的 “王莹没有
在小区工作的 《补充说明》”， 是公司
聚集众多残疾员工到居委会门前采取
堵门、 静坐、 喧哗等方式， 逼迫居委

会出具的， 属于伪证。 同时， 她还搜
集了其他有利于王莹的证据， 一并提
交法院。 最终， 法院采纳了王堃的观
点并驳回了物业公司的上诉。

王莹胜诉了， 王莹和家人脸上出
现了久违的微笑。

除了王莹的 “双喜” 之外， 让王
堃没有想到的是： 王莹的胜诉开启了
这家公司员工自我维权的大门。 原来，
该物业公司一直存在拖欠残疾员工工
资的问题。 之前， 残疾员工觉得自己
势单力薄， 不敢反抗。 这次看到王莹
胜诉了， 不少残疾员工都来到法律援
助中心寻求帮助。

“看到这么多残障人士通过法律手
段维权， 我特高兴。 这也算是开了个
好头儿吧！ 以后我要借助法律援助的
桥梁帮助更多残障人士。” 王堃说。

王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