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2022年底， 受援人小丽 （化名） 送上锦旗和感谢
信， 表达了对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和李昂律师的感激之情。 在工会的帮
助下， 被单位辞退的小丽在两个月内快速解决了劳动争议纠纷， 拿到了胜诉裁
决书和赔偿款。

劳模律师说法

劳模
说法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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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入职仅半年被辞退
合法权益“娘家”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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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 未到半年女大
学生被解雇

1998年出生的小丽是一名毕
业不久的女大学生， 只身一人来
到北京， 满怀憧憬和理想， 希望
寻求一份好的工作和更大的发展
空间。

2022年3月， 小丽入职北京
某公司， 担任内部运营岗位。 双
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
每月工资8000元 。 有了这份工
作， 就可以在北京立足， 小丽非
常满意， 对待工作兢兢业业， 不
敢有半点马虎。

在一次客户接待过程中， 客
户对公司的接待工作表达了一些
不满情绪。 公司认为后果严重，
把责任归咎于小丽。 小丽对此感
到非常委屈， 她认为自己一直兢
兢业业的付出， 总是第一时间与
客户进行对接， 并没有出现任何
差错和过失， 客户不满的原因并
非由她造成。 小丽试图和公司进
行解释说明， 但公司不予理睬，
并认为小丽的行为 “给公司造成
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2022年10月， 公司人事与小
丽进行沟通， 告知其因为上述原
因被公司解雇， 从次日起无需再
来公司上班， 并没收了小丽的办
公用品， 将小丽踢出办公系统和
工作群， 移除了小丽的打卡机指

纹 。 虽然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
同 ， 但是仅仅在工作了半年多
后， 小丽即被公司解雇。 小丽无
奈， 将公司申诉至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工资、 年
休假工资等24340元。

小丽虽然对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的行为不认可， 但是面对公司
一系列的举措， 显得无能为力。
经人提醒， 小丽得知自己作为劳
动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时， 可以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但是面对 “打官司”， 小丽
又有些畏惧， 一方面对于仲裁的
流程和准备事项都不太了解； 另
一方面对待 “打官司 ” 这种事
儿， 也担心在庭审中会因紧张和
情绪激动导致语无伦次。

经过多日的准备， 小丽梳理
了大量的微信截图、 录音形式的
证据， 并归纳了自己认为的案件
要点。 但是经过准备之后， 非但
没有胸有成竹， 反而越发感到一
头雾水。

找工会， 法援律师详查
案情帮职工维权

经过几番打听， 小丽得知北
京市总工会在各个区都有帮助职
工打官司提供法律援助的地方。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 小丽
就近来到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经开区） 总工会， 申
请了法律援助。 经开区总工会在
收到小丽的申请后， 依规及时受
理了她的案件， 同时为她指派了
李昂律师作为其援助律师。

李律师在接到指派后， 及时
联系了小丽 ， 初步沟通了案情
后， 认为小丽对案件的焦虑情绪
无形中给她制造了很多困扰。 于
是 李 昂 律 师 约 见 了 小 丽 ， 面
对 面 倾听其想法和顾虑 ， 并对
小丽提供的大量证据进行了一一
讲解。

通过律师耐心的分析和梳
理， 使得原来繁杂的案情变得简
单明了， 也使得原来没有头绪的
证据变得条理清晰。 小丽焦躁、
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

仲裁开庭时， 律师为小丽据
理力争， 积极帮助其应诉答辩。
认为单位主张小丽的行为 “给公
司造成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但却无法举证， 以此为由解除双
方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理由和法
律依据。 最终， 小丽拿到了胜诉
裁决， 并顺利拿到了单位支付的
赔偿金24139元。

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的小丽在
感谢信中写道： “感谢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帮助， 感谢
‘娘家人’ 的付出， 让身在异乡
的打工人切实感受到了踏实和温
暖。 今后我也要努力帮助他人，
将这份大爱传递下去……”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因

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被行政机关吊销营
业执照后， 没有办
理注销登记、 仍继
续从事经营活动 ，
与我的劳动合同不
仅没有解除， 而且
让我继续在原岗位
从事同样的工作 、
领取同样的劳动报
酬。 期间， 我在工
作 时 间 、 工 作 地
点， 因为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 基于公
司没有为我办理工
伤保险， 我只好要
求公司给予工伤赔
偿。 而公司以其被
吊销营业执照后 ，
与我的劳动关系已
经随之消灭为由拒
绝。 请问： 公司的
理由成立吗？

读者： 洪莉莉

洪莉莉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

成立。
《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 》
第六条规定：“发生
争议的用人单位未
办理营业执照 、被
吊销营业执照 、营
业执照到期继续经
营、被责令关闭、被
撤销以及用人单位
解散、歇业，不能承
担相关责任的 ，应
当将用人单位和其
出资人、 开办单位
或者主管部门作为
共同当事人。”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
也指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劳动合
同终止 ：……（五 ）
用人单位被吊销营
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或
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
的 ；…… ”即基于吊销营业
执照是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强行剥
夺企业法人资格， 使其不得
继续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最
严厉行政处罚， 但由于企业
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其
清算程序结束被注销前，仍
可以以自己名义或清算组名
义从事清算范围内活动，包
括起诉、应诉等，意味着其主
体资格并没有因为吊销营业
执照而随之灭失，决定了其与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虽可以终
止，但仍必须履行相应程序。

而本案公司不仅没有注
销、 没有履行解除与你的劳
动合同的相关手续， 甚至继
续违法经营 、 继续对你用
工， 自然不能认为彼此的劳
动关系已经归于消灭 。 而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
还指出： “对不具备合法经
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
罪行为 ， 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 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
的， 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
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
者支付劳动报酬 、 经济补
偿、 赔偿金； 给劳动者造成
损害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即公司必须对没有给
你办理工伤保险， 导致你无
法从工伤保险机构获取工伤
赔偿的损害担责。

颜东岳 律师

为规避承担法律责任， 一些
用人单位往往会故意制造事端逼
迫职工 “主动请辞”。 职工对此
只能忍气吞声吗？

借口调岗逼迫 “主动请
辞”，职工并非只能听天由命

【案例】
陈女士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约定陈女士担任会计。
7个月后， 公司想改换他人， 而
陈女士拒绝接受， 公司遂以调整
岗位为由， 将陈女士调往销售部
担任副主管。 面对公司实质上想
逼迫自己主动辞职， 陈女士有权
拒绝吗？

【点评】
陈女士有权拒绝。 《劳动合

同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五条
分别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
履行各自的义务。”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
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合
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
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各执一份。” 即依法成立的

劳动合同受法律保护，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都应当按照约定的内
容，全面、如实地履行义务、行使
权利。 劳动岗位属于劳动合同的
必备内容之一，一旦确定，未经双
方协商，不得擅自改变。公司在原
有岗位依然存在且陈女士拒绝改
换岗位的情况下， 恶意制造借口
逼迫陈女士离职，无疑与之相违。

以调整付薪方式逼迫 “主
动请辞”， 职工有权索要赔偿

【案例】
卢女士与一家公司为期四年

的劳动合同履行7个月后， 公司
因调整经营方向需要缩减人员，
为逃避责任又能让职工自行走
人 ， 公司决定调整工资支付方
式 ： 全体职工每月只发 30%工
资， 另70%纳入考核， 如能够完
成当月考核任务即全额发放， 反
之则不发。 面对根本无法完成的
考核任务， 卢女士明白这实质上
就是 “逐客令”。 卢女士可以索
要赔偿吗？

【点评】
卢女士有权向公司索要赔

偿。 《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 “工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
动者本人。”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七条也指出： “工资必须在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
付。 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应
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工资
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 实行周 、
日、 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 日、
小时支付工资。” 该公司调整工
资支付方式之举无疑与之相违。
同时，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八条、 第四十六条、 第八十五
条之规定， 针对用人单位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 劳动
者有权辞职并索要经济补偿， 也
可以要求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支付并加付赔偿金。

借口回家待岗逼迫 “主
动请辞”，职工有权索要待遇

【案例】
由于产品销售疲软， 公司决

定停止生产。 为让职工 “主动辞
职”， 公司宣布除9名管理、 财务
人员外 ， 其他职工一律回家待
岗， 上岗时间另行通知； 待岗人
员在待岗期间不享受任何待遇。

了解公司真正用意的钟女士等职
工只有忍气吞声吗？

【点评】
钟女士等职工有权索要相应

待遇。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
十二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
造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
支付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
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
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
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
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这里的有关规定，
包括 《劳动法 》 第五十一条与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
定的职工带薪休假、 婚丧假、 工
伤停工留薪期间， 单位应按劳动
合同的约定正常支付工资； 原劳
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五十八条规
定的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
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
活费等等。 与之对应， 公司基于
自身原因停产 ， 不管其目的如
何， 都不能通过待岗、 拒发工资
来逼迫职工请辞。 颜梅生 法官

被逼“主动请辞”，职工并非只能忍气吞声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工会劳模法律服务
团成员杨晓虹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用
人单位随意辞退员工的劳
动争议案例。 单位主张小
丽的行为 “给公司造成了
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但
却无法举证，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四条：“因用
人单位作出的开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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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
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
责任。 ”由此单位该当承担
相关的法律责任， 即应当
依据《劳动法》第八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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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中， 工会法律援
助充分发挥了 “减压阀 ”
“稳定器”的作用，切实维
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使
职工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
暖， 工会实实在在地成为
了职工的“娘家人”。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劳动者给用人单
位造成经济损失” 由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