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措一
瞄定 “精准化” 打造

普法服务 “京品牌”

为更好提升争议源头治理能
力， 精准预防典型劳动争议案件
的发生， 北京着力打造 “仲心护
航” 仲裁宣传服务品牌， 进一步
畅通政企、 政民互动渠道， 以更
务实的宣传服务问需于企、 支招
于民。

结合调解员、 青年仲裁员志
愿者联系企业活动， 开展劳动法
律政策网络直播， 开设 “流动仲
裁庭”， 在招聘现场、 校园为大
中专毕业生提供劳动法律政策咨
询服务 ， 开展仲裁机构负责人
“园区行”， 为企业 “把脉问诊”，
提供 “用工体检 ” ……2024年 ，
“仲心护航” 仲裁宣传服务累计
覆盖60余万人次。

作为宣传服务的创新形式之
一，在朝阳、海淀等七个自贸组团
区开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
互联网公布工作， 网上公开生效
裁决书2000余份， 在提升裁决专
业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同时，引
导劳动者和企业自觉守法。 今年
以来， 全市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比
去年同期增幅下降32%。

举措二
瞄定 “常态化” 定期

发布案例 “细说法”

“每年十大典型案例发布后，
我们都会专门组织学习研讨，从
中了解仲裁机构裁判标准， 针对

性改进我们的劳动用工合规管
理。”对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案例
发布制度，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人
力资源部贺先生高度赞许。

针对劳动关系建立、 劳动合
同订立、 履行及变更、 解除及终
止全环节，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会选取劳动报酬、 经济
补偿、 赔偿金、 竞业限制、 工伤
待遇等 “两区” 企业常见类型争
议案件， 定期发布年度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并借助
全媒体宣传平台， 形成全方位、
立体式的宣传格局， 增强品牌效
应， 以案释法， 引导企业依法规
范用工、 劳动者理性表达诉求。

举措三
瞄定 “基层化” 打好

化解争议 “组合拳”

“我的工资没发，我能找谁解
决这个事？”前几天，一名快递员
来到顺义区南法信镇快递小哥服
务站， 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今
年， 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主动对接属地基层调解组织，依
托在仲裁院成立“一站式”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中心， 以服务分站点
的形式建立快递小哥服务站，开
展“一站式”纠纷化解工作。经过
不到2个小时的沟通协调，快递员
10天的报酬就到了账上。

深化基层 “分诊调解”， 北
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 创新地打出了 “组合拳”。
制定实体化调解组织建设标准，
配强调解队伍， 加强基础保障，

在自贸区12个街道 （乡镇）、 6个
园区组建实体化基层调解组织。
在京东、 滴滴、 顺丰等头部企业
及工业园区等建成45家新就业形
态调解组织， 在海淀、 昌平、 顺
义等区试点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
争议 “一站式” 调解。 推行调解
补贴政策，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基
层调解， 有效提高调解成功率。

2023年， 全市基层调解组织
成功调解争议3.1万余件 ， 同比
增长55%。 2024年前三季度， 全
市26%以上劳动争议通过前端协
商调解方式得到解决， 同比提升
25%。

举措四
瞄定 “高效化” 跑出

仲裁办案 “加速度”

“之前总觉得仲裁就是打官
司， 要等好久才能有结果。 可没
想到， 我们这事处理得这么快。”
20天内结案， 北京一家连锁眼科
医院34名劳动者拿回近百万元的
工资。 对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速裁庭办案效率， 劳动者耿
某竖起了大拇指。

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仲裁
机构速裁庭建设， 实行争议案件
繁简分流， 推行 “案前调解+速
裁” 办案模式， 对拖欠农民工工
资争议案件、 简易案件、 重大集
体争议案件等快速调裁， 尽可能
缩短办案周期， 最大限度节约企
业和群众的时间成本 、 精力成
本。 在劳动人口密集、 争议多发
高发街道乡镇设立仲裁派出庭18
家， 通过上门调解、 就近庭审、

邀请旁听的方式， 既快速化解争
议， 又达到 “庭审一案、 规范一
片” 的效果。

2024年前三季度， 全市仲裁
机 构 审 结 农 民 工 工 资 争 议 案
件2.1万件， 结案金额4.2亿元。

举措五
瞄定 “精细化” 推动

裁审衔接 “一把尺”

“仲裁机构与法院联合发布
法律适用问题解答， 让裁判规则
明确清晰， 让裁判结果可预期，
也便于我们为企业群众提供更专
业、 更精准的法律服务。” 今年
五一前夕，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联合发布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解答 （一）》， 北京市兰台律
师事务所劳动法团队负责人程阳
律师对此赞许有加。

推动案件精细化办理， 让更
多案件在仲裁阶段就 “案结事
了”，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着力深化裁审衔接聚合。
针对竞业限制、 数字经济、 跨国
用工等 “两区” 企业关注的新型
疑难案件， 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深入分析研判 ， 统一裁审尺
度， 做实 “案件到我为止”， 减
轻企业群众诉累， 助力打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 此外， 全市仲裁机
构与法院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联
合开展业务培训， 合力处置重大
案件， 试点开展裁审比对， 有序
推进财产保全、 先予执行等， 推
动裁审衔接机制不断走深走实。

近年来， 全市80%的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 90%的重大集体争
议案件在仲裁阶段彻底化解， 未
进入诉讼程序， 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

举措六
瞄定 “便利化” 提升

数字仲裁 “云服务”

“线上维权确实方便，网上申
请立案没几天， 海淀仲裁院就帮
我联系了公司进行调解， 公司很
快就把钱打给我了。”“我刚到外
地上班，网上立案后，所有仲裁文
书都可以在线领取，交证据、开庭
也都线上进行。没想到，坐在家里
就维了权。”仲裁“云服务”，让刘
女士和郑先生喜出望外。

提升政务服务 “软环境 ”，
升级便民化、 数字化、 智能化应
用， 北京大力推广 “网上办、 掌
上办、 智能办”。 在全国率先推
行全部类型仲裁文书电子送达，
提高了仲裁文书送达效率， 极大
方便企业群众。 2023年11月， 上
线运行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网上服务平台 ， 打造由手
机、 电脑、 自助机、 互联网仲裁
庭全面支撑的在线办理体系， 实
现申请调解、 申请仲裁、 文书送
达、 证据交换、 案件庭审等业务
全流程在线办理， 为企业群众提
供足不出户的在线解纷服务。 平
台上线运行以来， 全市仲裁机构
线上受理调解 、 仲裁申请4.3万
余件， 开庭审理案件3000余件 ，
向企业群众电子送达各类仲裁文
书8万余份， 切实让数据 “多跑
路”、 群众 “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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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郭婷婷 （化名） 在咨
询时说， 她向公司递交将在30
天后离职的书面辞呈一周后，
以自己考虑欠妥为由要求收回
成命， 但被公司拒绝。

她想知道： 在公司已经不
慎将其辞呈遗失的情况下， 她
能否反悔并拒绝离职？

法律分析
根据郭婷婷叙述的情况，

其不能反悔并拒绝离职。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

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
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即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于
形成权， 只要劳动者按照规定
时间、 规定形式， 将辞呈通知
到用人单位， 无论用人单位是
否同意， 期限届满劳动合同便

自然解除。
那么， 劳动者能否撤回辞

呈呢？
对此， 《民法典》 第一百

四十一条规定： “行为人可以
撤回意思表示。 撤回意思表示
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
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
达相对人。” 与之对应， 劳动
者要想撤回辞呈， 必须在辞呈
送达用人单位之前， 或者撤回
的请求与辞呈同时到达用人单
位， 否则便不得撤回。

结合本案， 虽然公司已经
不慎将郭婷婷的辞呈遗失， 但
基于双方均认可对应事实， 所
以， 公司的遗失行为并不能否
定郭婷婷已向公司递交辞呈的
事实， 也不等于郭婷婷没有向
公司提交辞呈。 因此， 郭婷婷
在公司收到辞呈一周后才要求
撤回 ， 显然不符合撤回的要
件。 颜梅生 法官

案情回顾
2017年10月22日， 雷某入职

一家信息公司。 2023年11月， 公
司开始实行钉钉打卡考勤， 同时
规定业务员每次签到需按系统要
求上传两张现场拍摄的照片， 一
张为门头照， 一张为以店内陈列
为背景的自拍照。 若业务岗考勤
签到弄虚作假一次 （含） 以上三
次以下， 一经核实， 公司将严肃
处理， 扣除当天工资并处罚1000
元， 全公司通报批评； 业务岗签
到弄虚作假三次及以上， 属于严
重违纪行为， 作开除处理。 业务
员在平日上班签到的时候， 除了
午休时间， 每个小时内都至少需
要签到一次。

2023年 11月 24至 26日 、 29
日， 因雷某上班打卡不规范， 经
信息公司多次发送整改通知后仍
未整改。 2023年11月30日， 信息
公司向雷某发送辞退通知书， 理
由为雷某违反 “公司管理制度，
两次以上书面警告仍未能改善

者”， 其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过失，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规定， 应
当对其作出开除处理， 开除时间
为2021年12月1日。

雷某不服公司开除决定， 请
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
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因公司不服仲裁结果， 将本
案诉至法院。

争议焦点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信息公司解除与雷某的
劳动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综
合信息公司提交的 《员工手册》、
公司管理制度文件、 电商事业群
市场岗位绩效考核方案和双方当
事人的陈述， 应当认定雷某确实
存在上班期间打卡不规范的行
为 ， 违反了公司制定的规章制
度。 但是， 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
的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 用
人单位才可解除劳动合同， 尚未
达到严重程度的一般或者轻微的
过失，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

动合同。
本案中， 信息公司制定的上

班打卡制度程序繁琐 、 要求严
苛、 次数较多， 且该项制度刚刚
制定不到一个月， 信息公司未组
织职工对该项复杂繁琐的上班打
卡制度进行教学培训， 存在打卡
不规范属于正常现象。 因此， 法
院认为， 信息公司的规章制度具
有不合理性， 雷某的违反行为并
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信息公司解
除与雷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属于违
法解除， 信息公司应依法向雷某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判决结果
综合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

实，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规定， 法院判决： 一、 驳回
某信息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 信
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雷某支付赔偿金2万余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于近日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刘涛 律师

以提升劳动仲裁效能全力服务保障 “两区” 建设高水平发展

公司丢失职工辞呈，
职工能否反悔并拒绝离职？

北京推出六项举措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职工未按规定方式打卡，公司能否解除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过学习网上公布的生效裁决书， 我们获益匪浅。” 提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网上公布这一举措， 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
园的某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深有感触， 通过学习一家企业与职工因年休假产生争议的裁决， 该公司查缺补漏， 对自己的年休假
请假流程、 未休年假工资支付、 跨年度休假等制度条款进行了完善。 该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表示， “政府部门网上公布裁决书的举措很
有意义， 我们会及时关注， 同时以案为鉴、 以案学法、 以案促改， 让自己的劳动用工管理更规范， 让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更和谐。”

据了解， 为有力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全力服务保障 “两区” 建设高水平发展，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部门相继推出六大
创新举措， 探索构建 “源头治理－多元调解－裁审结合－数字赋能” 的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机制， 并在全市 “两区” 范围内率先全面推行。
而网上公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生效裁决书， 仅仅是创新举措中的一个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