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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缴社保未发工资
劳动者如何维权？

海口张先生咨询：我去朋友的公司上班，本来说好转
正了缴纳社保，可转正3个月了也未缴纳社保，且转正后
的3个月工资也都被拖欠。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及社会保险法第58
条，公司未缴社保属违法，您可书面通知解除合同并要求
支付经济补偿（每工作一年补偿1个月工资）。

你可以先收集劳动合同、工资转账记录、社保查询记
录；再向海口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地址：海口市秀英区
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同步向海口市社保局投诉补
缴社保（电话：0898-12333），而且劳动仲裁时效为1年，
逾期可能丧失胜诉权。

订海景房变侧面景观房
酒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
三亚李先生咨询：我去外地玩，特意订了一家酒店的

海景房。当时感觉价格相对便宜，可能是因为是淡季的
原因，但到了之后才发现预订的海景房实际是侧面景
观房。我要求酒店退差价，但被酒店拒绝。请问，酒店是
否涉嫌虚假宣传？

解答：酒店涉嫌虚假宣传，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条，可要求退一赔三（最低500元）。

你可以通过拍摄酒店官网页面与实际房间对比视频；
拨打当地旅游服务热线投诉；向当地市场监管局提交书面
举报（证据充分可7日内立案）进行维权。

邻居侵占承包地种植橡胶
承包者如何维权？

儋州王先生咨询：我是一名果农，去年发现邻居侵
占我家0.2亩承包地种植橡胶树。我向他要补偿并把
土地还给我。邻居竟然拒绝，我很困扰。请问，我该如
何收回土地？

解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可向儋州市农业农
村局申请土地确权，确认承包经营权归属。你可以提供土
地承包合同、确权证书及现场界桩照片；申请乡镇司法所
调解（儋州各镇均设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可向儋州市人
民法院起诉（诉讼费50-100元）。

特别提醒的是，在进行上述维权行为前，请切勿自行
毁坏橡胶树，否则可能被索赔（民法典第1184条）。

骑车被撞对方全责
保险只赔80%医疗费合理吗？

琼海赵先生咨询：我上个星期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
轿车撞伤，交警认定是对方全责，但保险公司只赔偿了我
80%医疗费。请问，这是否合理？

解答：不合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全
责方需全额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

你先保存诊断证明、费用清单及交警责任认定书；然
后向琼海市交通事故调解中心申请调解（地址：琼海市银
海路交警大队内）；如果调解失败，可向琼海市法院提起诉
讼，主张剩余20%赔偿及精神抚慰金（若构成伤残）。

房企夜间和中午施工扰民
附近居民如何制止？

海口陈女士咨询：我小区附近有房地产企业在施工，
每天都施工到很晚，中午也在施工，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
的正常生活。请问，居民如何制止这种行为？

解答：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未经批准禁
止夜间施工（医疗抢险等除外）。

你可以先录制噪音视频（需显示时间、分贝值）；拨打
12345或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电话举报；多次违规可要
求行政机关对施工单位罚款。如果造成健康损害的可另
行索赔（需提供医院证明）。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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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幸福，法治守护尊严。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营
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本期“身边案”聚焦劳动争议热点难点典型案
例，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释法析理、答疑解惑，助力读者在劳动和用工
过程中知法、懂法、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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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详情：票务员违反公司
规定被罚14.9万元

2010年2月10日，王某与海某分公司签
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其担任补票点
服务员。入职后，王某被派往海口市某客运公
司补票点从事补票点服务员工作。

2019年10月10日，海某集团公司召开第
二届三次职代会，审议通过该公司《票据管理
办法》。2019年10月14日，海某集团公司印
发该办法并下发至集团公司各部门及海某分
公司等下属单位。该《票据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规定“各类领票员之间禁止相互借用票
据，如发现存在相互借用行为的，给予行为人
每次500元的经济处罚。”

按照该办法，王某作为查票员应自行签领
补票单据，并且补票时登录自己的系统账号进
行补票。后经海某集团公司稽查部门查实，王
某在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将其
个人领取的票据借给他人使用，共计298次
（天）。王某在海某集团公司稽查总队的询问
笔录中亦认可存在该项事实。海某集团公司
于2022年3月3日作出《稽查处罚决定书》，决
定对王某处罚14.9万元。王某向海某集团公
司提出复议。海某集团公司于2022年3月18
日作出《稽查复核意见书》，维持了原处罚决
定，并于2022年3月24日向王某出具《关于缴
交罚款的通知》，要求王某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45日内交齐14.9万元罚款。王某不满该处罚，
未按通知要求缴交罚款。海某分公司自2022
年4月起，按月从王某的工资中扣除部分工资
用以抵扣罚款。

2023年7月10日，王某向海南省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请求
裁决其无须向公司缴纳经济处罚14.9万元、公
司向王某返还扣除的劳动报酬1.89万元等。省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案件逾期告知
书》后，王某遂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二审法院：《票据管理办法》
无效，票务员无需缴纳罚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票据管理办法》系
经民主程序制定，王某违反《票据管理办法》，
海某集团公司等根据该规定对王某作出处罚，
系企业内部管理行为，王某主张无需缴纳罚款
14.9万元及返还被扣工资1.89万余元的理据
不足，不予支持。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海某集团公司在其
制定的《票据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于员工借用票
据的行为每次罚款500元，不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应属无效。海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对王某做出罚款14.9万元的决定依据不
足，王某主张无需向海某集团公司等缴纳经济
处罚14.9万元的诉请理据充分，应予支持。

关于王某每月被扣除的工资，根据《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可知，用人单
位扣除劳动者工资的前提是因劳动者本人的
原因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但海某集团公
司等未能举证证明王某的违规行为给公司造
成任何经济损失，且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
和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中也均未约定用人单
位有权就员工的违规行为扣除工资。王某主
张海某集团公司等返还被扣除的工资1.89万
余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法官说法：企业制定对劳动者进行罚款的规
章制度不合法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和自主用工
权，具有一定的处罚权，但是该处罚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必须要经过民
主程序制定，内容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害员工的合法权
益。罚款一般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以承担一定金钱给付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罚款作为行政处罚种类
之一，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用人单位与员工系平等的民事
主体，现行法律、法规也未赋予企业对其员工罚款的权利，因此企业
制定的对劳动者进行罚款的规章制度条款是不合法的。该案中，劳动
者王某主张不予缴纳罚款并要求用人单位返还以缴纳罚款为名扣发
的工资的，应予支持。

承办法官表示，员工有迟到、早退、旷工等行为，企业可以扣除相
应的工资，员工迟到一小时只能扣除一小时的工资，额外罚款、“旷一
扣三”“迟到两小时视为旷工半天”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承办法官介绍，如果因员工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的，公司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
部分不得超过员工工资的20%。从程序上来说，公司扣工资抵偿损
失应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员工手册等中明确约定，并且应当书
面告知员工扣除的原因以及数额，接受并处理劳动者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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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详情：工作超10年被解雇，
劳动者诉请公司赔偿

2011年4月至2015年6月，邱先生先后在海某
公司下属的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工作。海某公司
于2015年6月13日作出的《关于邱先生调入并任职
的通知》，载明“同意丙公司邱先生调入海某公司工
作，并任命为招商采购部副总经理”。

2015年6月25日，海某公司与邱先生签《劳动
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 6月 25日起至
2018年6月24日止，邱先生在市场部从事副总经理
岗位工作。

2018年6月25日，海某公司与邱先生签订《劳
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
2023年6月24日止，邱先生在招商导购部从事副总
经理岗位工作。

2023年6月6日，海某公司向邱先生送达《劳动
合同到期不续签通知书》，通知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劳
动合同。邱先生不同意公司该决定，希望续签劳动
合同，双方沟通未果。

2023年7月4日，邱先生向海口市美兰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双方
之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12年；海某公司向邱先生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7万余元。

2023年7月5日，海某公司向邱先生送达《终止
劳动合同证明》，载明邱先生在海某公司工作年限为
8年。次日，海某公司向邱先生支付经济补偿金
12.53万余元。

2023年10月26日，海口市美兰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海某公司向邱
先生支付经济补偿6万余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二审法院：公司违法终止劳动合
同，应支付赔偿金26万余元

海某公司与邱先生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海某公司还需向邱先生
支付4年的经济补偿6万余元。海某公司与邱先生
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已无劳动合
同关系，邱先生主张海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没
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海某公司与邱先生已签
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邱先生提出续订劳动
合同时，海某公司应当与邱先生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海某公司单方决定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应
认定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
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之规定，结合邱先生在海
某公司工作年限及平均工资情况，海某公司还应向邱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26万余元。

法官说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确切终止时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者在
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或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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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说，在此情形下，除非劳动者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或
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续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同意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第二次劳动合同
到期为由，单方决定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赔偿金。

法官表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确切的终止时间，只要没有出现法
律规定的条件或者双方约定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就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规
定的义务，有利于劳动者实现长期稳定就业，钻研和提升业务技能。但是，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职工“护身符”，一旦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同样能够解除。用人单位也不必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看成企业“终身包袱”，只要公司的制度完善、管理规范，此类合同能
够有效减少频繁更换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而带来的损失，有利于

企业长远发展。

王某是一名票务员，在工作期间曾将其个人领取的票据借给其
他票务员使用，累计达 298 次。公司因此对王某处以 14.9 万元的罚
款。王某认为公司的处罚决定不合理，拒绝缴纳罚款。公司遂以每
月扣除王某部分工资冲抵罚款。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某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申请仲裁未果，
遂向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二审判决，支持王某主张无需向公司等缴纳经济处罚 14.9 万元和公
司返还被扣除的工资 1.89 万余元的诉请。

■本报记者 陈敏 通讯员 范慧芳 徐子惠

邱先生 2011 年入职海某公司，在工作岗位上辛
勤耕耘 12 年。2023 年合同期满时，身为公司老员工
的邱先生向公司申请续签。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海
某公司不仅要与他解约，还拒绝支付相应的补偿。
面对公司的无故辞退，邱先生选择通过仲裁、诉讼
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陈敏 通讯员 范慧芳 徐子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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