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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29日， 在一家大

型综合超市工作的员工李某某、
刘某 （女） 一起来到北京市石景
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
要求单位支付其因新冠肺炎疫情
被隔离期间扣发的工资。 他们的
理由是其在单位工作时感染新冠
肺炎， 随即被转入方舱医院进行
隔离治疗。 出院时， 方舱医院为
他们开具了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诊
断证明和一份出院患者告知书。
而超市则以出院证明上所盖公章
不清楚和出院患者告知书无方舱
医院公章为由， 扣发了他们2人
在隔离期间的工资 。 经工会调
解， 近日， 超市补发他们被扣发
的工资。

调解过程
石景山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收到调解申请后， 指派调
解员即北京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建新立即与超市联系。 经初步
沟通， 胡律师了解了事情梗概。
而此时， 超市亦通过与街道居委
会确认， 承认李某某、 刘某二人
曾经在方舱医院隔离治疗的事
实。 但是， 这两位员工上班后提
交的证明一个盖章不清楚， 一个
无盖章也没有日期和医生签字 ，
因此， 超市负责人虽认可整个事
件的真实性， 但因相关证明在形
式上不符合规定， 且当时就告知
他们应提交一个完整、 符合规定
的证明。 在他们没有按要求去做
的情况下， 超市依据企业规章制
度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不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

既然在此事上双方阐述的观
点基本一致， 事实也非常清楚，
为何会产生争议并诉至仲裁机构
呢？

为进一步查明真相， 调解员
胡律师即刻与李某某、 刘某进行
联系。 在与李某某沟通中得知，
他们二人上班后按规定在企业微
信提交了全薪病假单， 并上传了
相关证明。 在考勤截止日的最后
一天， 部门主管告知他们未按照
公司要求提供证明， 即其提交的
证明不符合规定， 并要求其必须
在当日下午1点前办理完毕， 若
超过时效， 超市将全薪病假改为
无薪病假。 当时， 他们二人正在

上班， 且已提交过相关证据。 而
单位现在要求按照单位提出的时
限提交新证据， 不仅在时间上来
不及， 在事实上也办不到。 这不
是有点儿成心刁难吗？

胡律师还了解到， 李某某平
时就对单位的一些做法感到不
满， 并说过不少过激的话。 此次
申请仲裁， 也是对以往积怨的一
种发泄。 见此情况， 胡律师一边
劝导李某某按捺一下自己的过激
情绪， 一边告知他和刘某一定会
与单位尽快调解此事， 给他们一
个合理的交待。

随后 ， 胡律师采取 “背对
背” 调解的方式， 将李某某、 刘
某的具体情况及自己的调解意见
同超市进行沟通， 建议超市在认
真执行规章制度的前提下， 也要
考虑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 通过
讲解疫情期间调解成功的一些案
例及对政府相关规定的解读， 胡
律师用耐心、 诚恳说服了超市负
责人， 使其逐渐转变了态度， 并
承认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超市职能
部门和现场主管部门在管理水平
和管理方式方面存在不足， 在有
效沟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于是 ， 调解员趁热打铁提出建
议， 希望超市给二位员工一个办
理相关证明的机会， 超市负责人
明确表示同意。

再次与李某某 、 刘某沟通
时， 胡律师告诉他们超市同意给
时间， 让他们去医院办理出院证
明一事， 若新提交的证明符合要
求， 超市将补发他们被扣除的工

资。 同时， 告知他们有什么情况
随时与调解员联系。

一天之后， 刘某将加盖医院
公章的证明交给超市， 并得到超
市的认可。 而李某某在联系医院
时， 由于他与刘某不在一个区隔
离， 其所在院区已经关闭， 该院
区的公章也随之被封存， 无法补
盖 。 胡律师告诉他抽空去趟医
院 ， 把事情详情当面向医院说
明， 求得医院帮助， 想办法或者
盖个医院的章回来再与超市商
量。

李某某去医院后， 由于沟通
不畅被医院回绝。 胡律师又告诉
他去海淀区卫健委找相关部门咨
询， 得到的回复是： 章已封存，
不可能再盖。 这时， 本来已经有
很大怨气的李某某又激动了， 说
话的语气也变了， 若不控制其情
绪， 很难知道下一步出现什么问
题。

胡律师在不厌其烦地开导李
某某的同时， 考虑到疫情期间方
舱医院系集中隔离， 且均由政府
机关逐级通知或安排的并有专人
监督管理， 若能在证明上加盖一
个居委会的公章， 也能够证明当
事人在相关期间被集中隔离， 对
于这样的证明用人单位也应该是
认可的。 于是， 就劝说李某某到
街道或居委会请求帮助。 果不其
然， 居委会根据李某某的实际情
况， 实事求是地为他开具了隔离
证明 ， 并加注了相关问题的说
明。 拿到这个证明， 再加上此前
调解员已和超市沟通过此事， 最

终超市认可了李某某被隔离的事
实。

调解结果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一

条规定： 因疫情防控政府实施隔
离措施的， 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
位的， 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
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经过调解
员依法调解， 超市同意将刘某、
李某某二人隔离期间所扣的工资
在次月工资发放日全部补回。

案件评析
本案经过一波三折， 刘某、

李某某 “疫情隔离期间工资被
扣” 案终于圆满调解。 调解成功
当天， 李某某一再向调解员鞠躬
感谢， 连连说： “若不是您， 我
这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就本案而言 ， 从案件表面
看， 双方各执已见， 似乎都没有
明显过错， 但通过分析， 用人单
位在制度的执行、 管理水平以及
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与现实情
况存在脱节， 有待改进。 虽然单
位管理层在执行规章制度时采取
严格认真的态度是正确的， 但是
机械地、 僵化地执行规章制度是
不可取的， 有时会对员工合法权
益造成侵害。 因此， 用人单位应
实行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不
断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 在制定
执行规章制度时要紧密结合、 切
实考虑员工的合法权益。 只有这
样， 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 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编辑同志：
我是公司的文秘， 我的

上司冯某某肆意向我发送具
有性暗示的文字 、 图片等 ，
我要求公司领导管一管冯某
某， 可领导说这是 “私人问
题”， 无法管。 由于公司撒手
不管， 以至于冯某某有恃无
恐， 经常到我的办公室对我
进行言语挑逗 ， 动作调戏 ，
弄得我看到他的讯息就紧张，
见到他就恐惧。 我曾听社区
普法员说， 单位应当建立预
防处置性骚扰的机制， 履行
查处性骚扰的职责。 可我的
公司至今也未出台这方面的
措施。

请问： 单位未采取相应
措施预防处置性骚扰， 是否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读者： 邱小云（化名）

邱小云读者：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

十条规定： “违背他人意愿，
以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
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
扰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
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 调
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
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
性骚扰。” 因此， 女职工在遭
遇性骚扰时， 单位应当调查
处置。 当然， 受害人也可以
起诉， 请求法院判令行为人
停止侵害、 赔礼道歉和赔偿
损失等。

但是， 应当从哪些方面
采取合理的预防处置措施 ？
若单位未采取合理的措施应
否承担法律责任？ 应当进一
步明确， 以压实单位的责任。
为此， 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
保障法》 增加了以下内容：

一是对合理的预防处置
措施作了列举， 即用人单位
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和
制 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一 ）
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 制
度 ； （二） 明确负责机构或
者人员； （三） 开展预防和
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
（四）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
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
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
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
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
个人信息；（七） 支持、协助受
害妇女依法维权， 必要时为
受 害 妇 女 提 供 心 理 疏 导 ；
（八） 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
性骚扰措施。

二是规定单位应承担行
政责任，即用人单位未采取必
要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
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
社会影响恶劣的， 由上级机
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 ，
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本案中， 冯某某的所作
所为已构成性骚扰。 你所在
公司不仅未出台相关预防处
置性骚扰的规定， 而且对你
的诉求置之不理， 显然属于
未采取合理的预防处置措施。
你可以投诉公司的不作为 ，
由其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行
政处理。 公司一旦被追究行
政责任， 势必要向你承担相
关民事责任。

潘家永 律师

单位对性骚扰不制止
应否承担法律责任？

常律师：
您好！
2016年入职后， 我与用人单

位签订了一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
到期后， 双方再次订立一年期劳
动合同。 直到现在， 我的劳动合
同始终是一年一签。 目前正在履
行的合同将于2023年3月底到期。

请问： 合同到期时， 我能否
要求用人单位与我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 劳
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
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
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同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
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
议纪要（二）》第35条规定： “在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后， 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再次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 适用 《劳动合同法》 第十
四条规定。 在最后一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到期时， 应认定符合连
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条件， 排除法定情形外， 劳动者
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与
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根据以上规定， 用人单位与
您多次订立一年期劳动合同， 在
最后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
时， 且您不存在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下， 您可以提
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而
用人单位应当同意。

已连续多年劳动合同一年一签，
员工能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

员工不能提供隔离住院证明被扣工资

邰怡明 绘图

工会帮员工找证据讨回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