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怎么申请劳动仲裁？ 具
体找哪个部门？ 需不需要交一堆
材料？ 算了， 等不忙时再打听一
下怎么办理 。” ———这样的拖延
心态让孙薇错失了 “胜裁权 ”。

2021年2月24日， 用人单位辽宁
大连某文化传媒公司未同孙薇协
商 ， 将她调离管理岗 ， 同时降
薪 。 被迫离职后 ， 2022年9月 ，
她申请了劳动仲裁。 10月14日，
孙薇被当地仲裁委书面告知， 超
过时效期限不予受理。 记者采访
发现， 现实中， 劳动争议时效很
容易被忽视、 被误解。 （11月24
日 《工人日报》）

一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明明
受到了用人单位的侵犯， 但由于
劳动者拖延行使仲裁或诉讼权
利， 或者不了解维权时效规则，
或者被 “心怀鬼胎” 的用人单位
忽悠误导， 导致劳动争议维权时
效超期， 失去 “胜裁权” 或 “胜
诉权”， 也在法律维权路径上失
去主动， 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
劳动者错过维权时效不是个别问
题， 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
此， 劳动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相关劳动维权责任单位也应采取
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化解。

有些劳动者之所以容易被用
人单位误导， 容易忽视、 延误劳
动争议维权时效， 主要是因为
法 律 意 识 淡 薄 ， 法 律素养有
限， 在心里没有绷紧按时效维权
的弦， 对维权时效也缺乏清晰的
认知， 不了解维权时效的法律意
义和时效超期的法律后果 。 显
然， 有关部门很有必要给劳动争
议时效设个 “维权闹铃”， 用来
叫醒陷入维权拖延期或休眠期的
劳动者。

劳动争议的法律时效原则上
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仲裁时效，
第二类是诉讼时效。 《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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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 第一百八

十八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
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
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同时， 除了
符合劳动仲裁一年的 “一般时
效”， 还有诸如追索劳动报酬的
“特殊时效 ” ———在劳动关系存
续期限为无限期， 劳动关系终止
的， 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
1年内提出。 在计算维权时效时，
也有不少具体的问题， 比如， 针
对因节假日期间两倍或三倍工
资、 加班费、 年休假、 追缴社保
或确认劳动关系等纠纷而引发的
维权时效， 有不同的时效计算方
法， 也产生了一些计算争议。

劳动监察部门 、 工会 、 法
院、 劳动仲裁机构等应统一劳动
争议维权时效的计算方法和标
准， 消除计算争议， 达成计算共

识， 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劳动者加
强对劳动争议维权时效规则的普
法宣传工作， 发布有关维权时效
计算和维权时效超期的典型案
例 ， 多给劳动者打 “预防针 ”，
教育引导劳动者了解、 明白、 善
用维权时效规则。 相关劳动维权
责任单位应畅通劳动争议反映咨
询渠道， 安排专业人员值班， 及
时解答劳动者反映的问题， 告知
劳动者在仲裁或诉讼模式下的具
体维权时效和截止期限， 并通过
短信、 微信、 电话等方式在劳动
者的维权时效到期前再提示， 让
劳动者心中有数， 指导劳动者在
维权时效内启动维权， 避免劳动
者犯维权 “拖延症”。 各级工会、
司法行政部门还应联合律师协会
加强对劳动者的法律援助， 手把
手地帮助劳动者及时维权， 给劳
动者的维权流程提供更精准、 更
有力的时效保障。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 根据 《拖欠农
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现公布了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 （11月26日 中新网） □朱慧卿

你遇到过 “三无” 公司吗？
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 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工资
用现金发放或微信转账， 没有银
行流水……一旦发生纠纷， 劳动
者很有可能面临状告无门的局
面。 (11月25日 《工人日报》)

“三无” 公司， 不仅不会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不为员工
缴纳社保， 甚至连工资都不会发
放或拖延发放， 发放也是采取现
金发放方式， 不会有银行流水。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一旦跑路，
或因拖欠工资、 劳动者意外伤害

等原因 ， 劳动者要维权就会很
难。

对于 “三无” 公司， 劳动者
要 “擦亮眼睛”， 增强法律意识
和防范意识 。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10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
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
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
动合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
起建立。” 所以， 对不签订劳动
合同的公司 ， 劳动者要保持警

惕。 劳动者在入职前， 要能通过
到相关部门的网站查询入职公司
的基本注册信息， 了解入职公司
是否涉及法律风险信息提示等，
对 “三无” 公司要避而远之。

同时， 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
力度整治非法劳动市场， 清理整
治 “三无” 公司， 还要畅通劳动
者的维权渠道， 降低他们的维权
成本， 加强对劳动者的普法宣传
等等。 “三无” 公司不能 “无人
监管”， 不能处于监管盲区， 对
“三无” 公司不能听之任之， 要
让其付出法律代价。 □戴先任

潘铎印 ：《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 将于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该法坚持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信息
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等各
环节作出制度规范，补齐行业监
管漏洞和短板。 要筑牢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治防火墙。 各地各部门
要压实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职
责，建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机
制， 统筹协调打击治理工作，形
成强大工作合力，切实防范遏制
住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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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劳动者之所以容
易被用人单位误导，容易忽
视 、 延误劳动争议维权时
效，主要是因为法律意识淡
薄 ，法律素养有限 ，在心里
没有绷紧按时效维权的弦，
对维权时效也缺乏清晰的
认知，不了解维权时效的法
律意义和时效超期的法律
后果。 显然，有关部门很有
必要给劳动争议时效设个
“维权闹铃”，用来叫醒陷入
维权拖延期或休眠期的劳
动者。

对于“三无”公司，劳动者要“擦亮眼睛”

■世象漫说

拖欠农民工工资

作为全国首个专门规范 “食
安封签” 的规范性文件， 近日上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修订了 《上
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使用
管 理 办 法 》 （以 下 简 称 《 简
称》）， 修订后的 《办法》 主要涉
及推广主体扩大 、 使用信息告
知、 信息化技术赋能、 无接触配
送场景责任认定、 相关方权利义
务细化等五大变化， “升级” 守
护食品安全 。 （11月27日 澎湃
新闻）

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曝
光， 但这些问题到底是出在商家
还是骑手， 责任往往难以划分，
证据也不好认定。 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背景下， 人们往往采用无接

触 （不见面） 的方式配送外卖，
更容易因为餐食中有异物、 餐食
缺失等问题引发商家、 骑手和消
费者的三方纠纷 。 解决这些难
题 ， 就需要充分发挥 “食安封
签” 的作用。

要让 “食安封签” 发挥更大
作用， 就需要扩大其使用主体，
提高封签的使用率。 从保护消费
者权益和维护食品安全等角度出
发， “食安封签” 的推广范围也
应当随着外卖渠道的拓展而扩
大。 《办法》 修订后， 新增条款
鼓励餐饮连锁企业总部、 网络餐
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商业
物业管理方、 各相关食品行业协
会、 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一起推

广使用 “食安封签”， 让其从外
卖走向更广阔的餐饮服务提供
者， 更好地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无小事 。 日益规

范 、 功能丰富的 “食安封签 ”，
对于保证食品安全可以发挥不可
替代的作用， 值得更多探索和尝
试。 □关育兵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心理咨
询平台、 机构收费很高， 动辄几
千元， 但咨询师水平良莠不齐。
各式各样的心理咨询师培训合格
证被 “包装” 成 “从业资格证”，
拿证上岗当心理咨询师只需几个
月就能 “速成”。 有关专家建议，
尽快出台相关行业标准和服务规
范， 别让心理咨询变为心理 “忽
悠”。 （11月28日 《工人日报》）

今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 “十四五 ” 国民健康规
划》， 明确提出完善心理健康服
务 ， 健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 但据了解， 相较于快速增长
的心理健康需求， 目前我国心理
咨询师的人才缺口巨大。

正是由于我国心理咨询师的
人才缺口巨大， 因而一些心理咨
询平台、 机构纷纷抓住商机， 开
展各种心理咨询师的培训。 但由
于一些心理咨询平台、 机构的不
专业、 不规范， 导致心理咨询培
训乱象频发。 比如： 有的把 “培
训合格证 ” 包装成 “从业资格
证”， 有的声称考了就能 “持证
上岗”， 等等。

因此 ， 笔者以为 ， 要防止
“心理咨询” 沦为 “心理忽悠”，
还需综合施治。 一方面， 相关职
能部门应尽快出台行业标准和服
务 规 范 ， 让 心 理 咨 询 培 训 有
“标” 可依， 对 “标” 培训， 切
忌各人各 “标”， 无序培训。 只
有规范心理咨询行业发展， 才能
建立健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使
心理咨询培训有序、 健康、 良性
发展。 另一方面， 培训资质的授
权单位应把好关， 在授予一些机
构培训资质的同时， 也要对其培
训质量进行把控， 切忌 “授而不
管”， 任凭其忽悠、 欺骗培训者。

此外， 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对
培训机构进行严监管、 严督查，
一旦发现存有过度营销、 虚假宣
传等不法行为， 不妨通过 “取消
培训资格 ” 、 列入 “黑名单 ” 、
“开罚单”、 追究 “法律责任” 等
多种处罚手段， 让其付出应有的
代价， 倒逼其合法宣传， 守法培
训。

□廖卫芳

吴学安： “双12” 都快到了，
“双11” 下单的商品竟还没收到
……最近，一些消费者发现，买的
东西并非堵在路上， 而是商家压
根没发货。问题的症结，原来正是
超长预售制。 对“超长预售”模式
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 有关部
门应当强化对电商平台的监督，
加强对平台和商家的刚性约束，
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处理流程。

“食安封签”升级可更好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给劳动争议时效设个“维权闹铃”很有必要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筑牢法治防火墙

对网购“超长预售”
要加强监管力度

谨防心理咨询
沦为“心理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