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颈部出汗比较多， 可能
是低血糖引起的， 身体内部的血
糖较低， 会导致大量出汗来维持
足够的糖分。 出现大汗淋漓的现
象要尽快到医院就医。 在饮食上
也要多加注意， 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在平时可以多喝水、坚持运
动锻炼、晚上尽量不要熬夜，保证
充足的睡眠并且提高睡眠质量。

红灯

绿灯

专家建议， 选购鸡蛋时， 优
先购买打印日期最新的产品， 而
且最好选择冷藏柜中摆放的。 如
果习惯购买散装蛋， 优先选择大
型超市、 大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
快的地方 ， 保证买到的鸡蛋新
鲜。 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入冰箱中
冷藏 ， 并且最好在5周内吃完 。

夏季阳光十分强烈， 很多人
都喜欢戴副黑色墨镜开车 。 其
实 ， 深色墨镜虽然可以遮挡强
光， 但会延迟视觉信号传送到大
脑的时间 ， 造成 “速度感 ” 失
真， 使驾驶员做出错误判断。 因
此驾驶时佩戴的墨镜颜色不宜过
深， 最好戴棕色墨镜。

牛奶的酸性有消炎收敛的作
用， 对于缓解轻微晒伤的效果较
好 。 具体方法 ： 将牛奶放入4-
10℃左右的冷藏室， 放凉后， 将
干净的小毛巾浸湿 ， 拧至不滴
水， 敷在晒伤的皮肤上。 晒伤面
积大时， 用毛巾隔5分钟浸一次
牛奶 ， 敷30-60分钟 ， 一天2-3
次， 持续3天左右， 晒伤的皮肤
就会得到修复。

【生活】07副刊2020年 7月 9日·星期四│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黄巍│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迅员 李晶/文 邰怡明/插图

案情简介

劳模
律师说说

常卫东律师简介
常卫东， 北京市常

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党
支部书记， 丰台区人民
政府法律顾问。 他业务
精湛， 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 多次被表彰为市级
“优秀律师事务所主任”
“优秀律师 ” “优秀共
产党员” “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个人 ”。 2015年
被授予 “北京市劳动模
范” 称号。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因疫情原因导致的停产停工、 灵活用工、 试用期等各种
劳动争议问题亦随之出现， 其中针对疫情期正赶上劳动者试用期的情况，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在此期间如何处理产生诸多疑惑。 为避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方产生不必要的法律风
险， 本报邀请劳模律师为大家解答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者恰逢试用期的相关问题。

劳模律师解读

劳模律师提示

【健康红绿灯】

颈部出汗多谨防低血糖

鸡蛋冷藏最多五周

晒伤后敷冷牛奶

开车最好戴棕色墨镜

常卫东律师提示， 以 “试用
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
由解除合同， 单位必须有相应的
证据证明且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
法律规定：

1.用人单位要有具体明确的
录用条件， 并且该录用条件在职
工入职时已明确告知过。

2.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不符
合录用条件提供证据证明， 否则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解除通知送达须在试用期
间内完成。 《关于如何确定试用
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的请示 》 的复函中的答

复， 答复内容如下： “对试用期内
不符合录用 条 件 的 劳 动 者 ，企
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若超过
试用期 ， 则企业不能以试用期
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

4.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
的 ，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
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这里也就是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将
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 用人单
位需以此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结
果告知劳动者”。

5.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前
需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 “用
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
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用人单位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
动合同约定的， 工会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纠正。 用人单位应当研究
工会的意见，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
通知工会”。

常卫东律师提示， 若单位在
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 劳动者可首先与单位协
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 劳动者可
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请求， 要求单位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或可以向单位主张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另外， 常卫东律师提示， 针
对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保的情形，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
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
或者补足， 劳动者可向单位所在
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对此情形进行
投诉举报”。

员工试用期遇疫情
单位能以“不符合录用条件”解聘吗？

2019年年底 ， 员工小吴通
过招聘信息到北京某公司应聘
销 售 岗位 ， 并且通过了该公司
的面试。 2020年元旦过后入职该
公司， 并与公司签订了期限为两
年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约定为两
个月。

2020年1月下旬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 在春节假期过后， 该
公司并未让员工返岗上班， 员工
小吴的岗位亦无法进行远程办
公， 因此公司于2020年2月5日告
知小吴其试用期在可以返岗后将
予以顺延。

但又过了一个月， 该公司仍
未能复工， 且于2020年3月14日
告知小吴， 其在2020年1月份工
作期间的表现不符合录用条件，
与小吴解除劳动合同。 在员工小
吴入职该公司后， 该公司一直未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员工小吴就上述遭遇的问
题 ， 向 常 卫 东 律 师 进 行 了 咨
询 ， 劳模律师常卫东了解情况
后， 针对咨询人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的解读。

问题一：
员工因疫情原因无法正

常返岗上班， 用人单位“延
长” 试用期的， 是否违法？

常卫东律师表示， 单位无法
采取灵活考察方式实现试用期考
核目的的情况下， 单位可以与员
工协商顺延试用期， 这种情况下
是不违法的。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审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第5条规定，
劳动者因疫情原因无法正常返岗
上班， 用人单位 “延长” 试用期
的， 如何处理？ 答： 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因客观原因不能返岗上
班， 用人单位可以采取灵活的试
用考察方式考核劳动者是否符合
录用条件。 无法采取灵活考察方
式实现试用期考核目的的，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顺延试用期，
不违反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第二款关于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的规定精神。

劳动者因上述原因导致无法
正常提供劳动的期间不应计算在
原约定的试用期内， 不应视为延

长了原约定的试用期。 如扣除受
疫情影响期间后实际履行的试用
期超过原约定试用期的， 劳动者
要求用人单位以试用期满月工资
为标准支付超出原约定试用期之
后实际履行期间的工资差额， 并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三条
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以试用期满
月工资为标准支付该期间赔偿金
的， 应予支持。

因此， 在员工因疫情原因无
法正常返岗上班， 且单位无法采
取灵活考察方式实现试用期考核
目的的， 单位可以与员工协商顺
延试用期。 而且因疫情影响导致
无法正常提供劳动的期间不应计
算在原约定的试用期内， 不应视
为延长了原约定的试用期。

问题二：
员工小吴的试用期期限

约定是否合法？
常卫东律师表示， 员工小吴

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试用
期期限是合法的。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
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
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
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
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
不得超过六个月”。

因该员工与单位签订两年的
劳动合同， 故单位与其约定试用
期两个月是合法的。

问题三：
试用期期间是否应该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常卫东律师表示 ， 单 位 在

员 工 试 用 期 期 间 应 当 为 员 工
缴纳社会保险。 根据员工小吴描
述， 其单位试用期期间并未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 单位的这种做法
是不合法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
条中规定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
同期限内”。 劳动者自用工之日
起即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
系， 且 《社会保险法》 第五十八
条中规定 “用人单位 应 当 自 用
工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内 为 其 职 工
向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申 请 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 用人单位在
劳动者试用期期间亦应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

问题四：
试用期单位可以随意解

除劳动合同吗？
常卫东律师表示， 试用期期

间， 单位是不可以随意解除劳动
合同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一条、 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规
定 ， 在试用期中 ， 除劳动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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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 从 事 原 工 作 ， 也 不 能 从 事
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八）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
过 培 训 或 者 调 整 工 作 岗 位 ，
仍 不 能胜任工作的 ， 上述这些
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
动合同的 ，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
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