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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通知送达不当，单位有理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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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违反操作规程， 给公司
造成了严重损失， 公司将其解聘
理所当然， 怎么会被法院判决无
效？” 近日， 一位公司经理收到
法院判决时一脸茫然。 这位经理
之所以会这样， 那是因为他不知
道解聘通知如何送达才有效。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九条第 （二） 项赋予了用人单位
对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员工享有
解聘权， 但是， 如果送达解聘通
知的方式不当， 即使员工违纪属
实也是无效的。 以下3个案例与
上述公司的遭遇有异曲同工之
处， 用人单位须认真从中汲取经
验教训。

【案例1】
非员工本人确认地址
解聘行为不成立

因为已经离开身份证所记载
的户籍地多年， 林女士在与一家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 确认了自
己的现住址。 2019年2月， 由于
林女士超假7天没有到岗， 公司
让林女士回家听候处理。

随后， 公司以林女士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为由决定将其解聘，
并按照林女士提供的身份证复印
件， 将通知寄往其户籍地。 半年
后， 林女士要求公司支付未上班

期间的生活费， 而公司以双方已
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

【点评】
林女士与公司仍然存在劳动

关系。
当员工已经在劳动合同中填

写联系地址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该填写的联系地址邮寄
送达解聘通知。 与之对应， 由于
公司并未按照林女士在劳动合同
中确认的住址送达解聘通知， 而
仅仅向其户籍所在地邮寄 ， 所
以， 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通知
已经送达给林女士时， 那就意味
着公司的送达行为不符合法律规
定， 对林女士不发生效力， 进而
导致解聘行为没有法律效力。

【案例2】
未穷尽法定方式送达
登报公告亦非法

方女士因与所在公司的领导
发生争执， 此后连续一个月没有
到岗上班。 公司决定解除与方女
士的劳动合同后， 因不想再见到
方女士， 更不想与方女士产生正
面冲突， 就通过在本地报纸上刊
登公告的形式， 向方女士送达解
聘通知， 并明确表明 “自公告之
日起， 超过两个月未提出异议，

本通知即生效”。
三个月后， 方女士以公司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公司索要
赔偿金， 公司以已经公告抗辩，
但被法院驳回。

【点评】
公司的公告行为没有法律约

束力。
《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

规定：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或
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的， 公告送达。 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 ， 经过六十日 ， 即视为送
达。” 即用人单位必须基于劳动
者下落不明或者通过打电话、 发
短信、 邮寄、 委托、 转交、 电子
等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 才可
以通过登报方式向劳动者公告送
达解聘通知。

本案中， 公司未采取可能采
取的送达方式， 直接在报纸上刊
登公告， 该做法因违反法定程序
而无效。

【案例3】
仅口头宣布辞退
不留证据有风险

鉴于曾女士严重违反劳动纪
律， 且经制止依然没有改变， 公
司负责人当即宣布让曾女士 “滚

蛋”。 此后， 公司没有向曾女士
送达关于解聘劳动关系的书面通
知。 一个月后的2019年6月5日 ，
曾女士以公司原因导致其无法上
班为由， 要求公司发放停工期间
的工资并安排其上班。 公司主张
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 彼此没
有了对应的权利义务， 但该主张
未被仲裁委采信。

【点评】
曾女士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

未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 第
六条分别规定： “没有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后果。” “在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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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
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 用人单位对
作为解聘内容之一的书面通知送
达与否，同样具有举证义务。本案
中， 公司表示已经口头行使解除
权，在曾女士表示否认的情况下，
如果公司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自然要承担于己不利的后果。

颜梅生 法官

谎报工伤索要赔偿
员工因诈骗受处罚
编辑同志：

我丈夫是一家快递公司
的员工。 半年前， 我丈夫下
班回家吃过晚饭后， 驾驶摩
托车前往朋友家打麻将。 途
中， 他不慎摔倒受伤。

为了获得工伤赔偿， 我
丈夫向公司谎称伤害发生在
上班送快递期间。 快递公司
考虑到没有为我丈夫办理工
伤保险， 自觉理亏， 就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
项目和标准， 向我丈夫赔偿
各类费用共计4万余元。

后来， 因被人举报， 公
司获取了真相并随即报警。
近日， 我丈夫被法院判处了
刑罚。

请问： 我丈夫的行为为
什么会构成犯罪？

读者： 邱莲莲

邱莲莲读者：
你丈夫的行为确已构

成 诈骗罪 ， 必须受到刑事
制裁。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
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
中， 你丈夫的行为已具备该
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你丈夫具有非
法占有公司财物之目的。

你丈夫之所以谎称是在
上班送快递期间受伤， 是为
了通过让快递公司作出赔
偿， 从而获取相应的利益，
占有公司的金钱。 由于这种
侵犯快递公司财产的手段
和 方式 ， 既没有合同依据
也没有法律依据， 因而当属
非法。

另一方面， 你丈夫已经
实施诈骗行为。

诈骗罪中 “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 的实质， 是指
行为人所采取的手段能够让
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并使
被害人因此而交付财物。 你
丈夫隐瞒下班回家吃过晚饭
后驾驶摩托车前往朋友家打
麻将时不慎摔伤的真相， 虚
构 “上班送快递期间受伤”
的事实， 使快递公司基于错
误认识 ， 认可你丈夫的谎
言， 进而基于 《工伤保险条
例》 的规定， 向你丈夫作出
赔偿。

相反， 如果你丈夫如实
相告， 快递公司自然不会作
出对应的处理。 这一点， 从
快递公司得知真相后随即报
警中便可以得到证明。

再者， 你丈夫必须受到
刑事追究。

诈骗罪是一种数额型犯
罪， 只要诈骗的财物在 “数
额较大” 以上就必须受到制
裁。 就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
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三万
元至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
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 ‘数额巨大 ’
‘数额特别巨大’。”

正因为你丈夫的涉案金
额达4万多元， 属 “数额巨
大”， 所以， 你丈夫应当负
起刑事责任。

廖春梅 法官

签过10次合同仍被辞退，公司应给补偿还是赔偿？

1月5日-9日， 为确保怀柔区
人大五届六次会议和区政协五届
四次会议顺利进行， 保障会议期
间代表、 委员们的饮食安全， 预
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到宽沟会议中心、 唐
韵山庄进行检查。

多部门联动， 督查检查促整
改。 区局各科室、 各市场监管所
协同配合， 对供餐单位接待能力
进行认真审查， 重点检查了两家

会 服 单 位 加 工 经 营 场 所 的 环
境 卫 生 、 设施 、 设备以及专间
规范使用和食品留样情况。 现场
向相关会服单位制发了 《监督意
见书》。

开展集体约谈， 明确职责抓
落实。 对餐饮服务提供单位负责
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开展集体
约谈， 进一步强调重大活动保障
期间的工作纪律， 要求与会人员
履职尽责， 完善食品安全应急预

案定人定岗定责， 严格食品原材
料 供 应 商 资 质 审 查 ， 规 范 进
货 查 验 、 索证索票 、 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 加强餐饮具消毒及保
洁， 严格执行重大活动食品留样
规范。

会议期间， 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始终牢固树立责任意识， 深
化思想认识， 尽职履责， 精益求
精， 关注关键环节、 重点部位，
加强检查指导， 开展食品快速检

测 ， 严格规范会服单位经营行
为， 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 ， 坚决做到食品安全零容
忍， 切实做好区 “两会” 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

同时， 区市场监管局还对2
家定点供应企业认真开展检查指
导， 认真开展供应产品风险监测
抽检工作， 对11个批次产品开展
了风险监测抽检工作， 均未发现
问题。

常律师：
您好！
我上个月刚和公司签了第10

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公司是
正常经营的状态， 我也一直正常
工作。 昨天收到通知， 单位要和
我解除劳动合同。 请问我可以要
补偿金还是赔偿金呢？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您对问题的描述， 如果

您没有存在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中下列情形： ……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 （三 ） 严重失职 ， 营私舞
弊 ，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

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
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
合同无效的； （六） 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即不存在用人单位
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单
位 在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期 间 内 无
故 将 您辞退 ， 属于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结合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

据此， 您可以向单位主张赔
偿金。

·广告·

怀柔开展2020年区“两会”餐饮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六条 下列劳动合同

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
合同的；（二） 用人单位免除自己
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
无效有争议的， 由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二） 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 严重
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
重大损害的；（四） 劳动者同时与
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
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
改正的；（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
动合同无效的；（六） 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
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

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
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
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
所在直辖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三倍的， 向其支付经济补
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
的数额支付，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八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

法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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