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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救助款已收到了，
感谢检察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主动联系我们，帮我们渡过难
关。”近日，一条来自河南家庭的
微信发到锡山区检察院检察官
的手机上。

今夏河南的一场暴雨让当地
很多人陷入困境，锡山区检察院
迅速围绕河南籍司法救助对象开
展特别行动，在做好救助对象专
项回访的基础上，接力做好对在
办案件中河南籍被害人的司法救
助线索发现工作。经全面排查，7
月底杨某的案件进入了检察官的
视线。

杨某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受害
人，事发时刘某在高速公路上变
更车道引发连环碰撞，杨某在碰
撞中受到车厢与货物的挤压，后
经送医抢救无效身亡。经检察官
调查核实，杨某家中父母年迈，妻
子患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杨某
的去世使这个家庭顿时失去了支
柱，情感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打
击。而且截至今年7月，杨某一家
未获得任何赔偿。此时杨某的儿
子刚步入社会，全家日常生活仅
靠女儿工资收入勉强维持。遭遇
暴雨后，一家人本就困顿的生活
更显捉襟见肘。

“被害人的家人居住在河南，
我们要用最高效的救助方式，尽
快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发现
这条线索后，该院立即启动司法
救助程序。为节约杨某家属申请
成本，让救助更快速便捷，承办检
察官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手把
手指导杨某家属通过“远程司法
救助平台”提出救助申请、提交救
助材料等。同时该院开通“绿色
通道”，受理救助申请后立即对该
案进行全面审查，形成救助意
见。综合考虑杨某家庭实际困
难，该院决定实施金额优先评估、
资金优先倾斜、报批优先进行的
举措，对杨某家庭予以2万元司法
救助金。据悉，目前相关交通肇
事案已进入起诉环节，后续检察
官还将辅以心理疏导、释法说理
等，对杨某家属做好精准救助。

（小任）

“不少求职者往往因为在签订
劳动合同时没有仔细阅读条款，到
了维权时举步维艰，甚至反过来要
向公司赔钱，因此在签下自己名字
时应慎之又慎”，智联招聘无锡分
公司人事经理肖丹认为，签订劳动
合同是入职的第一步，也是劳动者
维权的重要依据，很多争议的发
生，都是因为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或
对合同中的条款不了解。

那么，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肖丹提
醒，签订劳动合同，要关注几个
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劳动合同
签订的时间，按相关规定，入职
一个月以内，用人单位要和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第二个是

试用期时间，试用期不得超过
六个月，且试用期时间要和劳
动合同期限相匹配。《劳动合同
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劳动合
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
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
六个月。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时
间是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服务期
限，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
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
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需要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劳
动者要在综合考量之后再行决
定。

此外，有些单位在员工入职
时，会要求职工“先交钱再就
业”，扣押员工向企业缴纳的押
金，以此来“胁迫”劳动者不能
轻易离职，每年也有不少人中
招。肖丹提醒，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
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
取财物。因此，不管劳动合同
上是否有相关约定，离职扣除
押金以及扣押劳动者档案或其
他物品，都属于违法行为。

（陈钰洁）

本报讯（晚报记者 何小兵）宜
兴法院日前适用特别程序审结一起
由民政局申请的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件，该案系《民法典》实施后该院审
结的首例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19岁的王某从小留守在安徽，
因与父母关系疏远，辍学外出打
工。2019年 7月，王某与男友相恋
并同居，三个月后分手，彼此失去联
系。2020年春节前夕，王某发现自
己怀孕，并于2020年 4月产下一名
男婴。孩子出生27天后，王某认为

自己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将儿子遗
弃在周铁镇一处村道口。当时，王
某从临时居住地常州武进区特意赶
到宜兴周铁镇，将婴儿和一些宝宝
衣物放在紫色储物箱里，然后狠心
离开。路过的村民随后发现了该
男婴并报警，宜兴警方将男婴送至
宜兴市儿童福利院，同时通过查询
周边监控，锁定嫌疑对象，王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今年1月，宜兴法
院以遗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6个
月。婴儿因无亲属照管，遂由宜兴

市民政局指定下属单位宜兴市社会
福利中心代养。今年 6月，宜兴市
民政局向宜兴法院提起变更监护人
申请。

为妥善审理该案，承办法官详
细了解案情经过，并在王某刑满释
放后，与其进行了沟通，从情理法多
角度耐心释法。庭审中，王某明确
表示没有能力抚养儿子，且无法提
供孩子父亲的身份信息，同意将孩
子的监护人更改为宜兴市民政局。
法官又电话联系在外务工的王某父

母，他们均表示无力抚养王某所生
男婴，放弃对该男婴的监护权。王
某所在村委会也明确表示放弃对男
婴的监护权。

宜兴法院审理认为，男婴被王
某遗弃后由宜兴市民政局下属社会
福利中心代养至今，由宜兴市民政
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符合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最终，宜兴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撤销王某对
所生男婴的监护权，指定宜兴市民
政局作为男婴的监护人。

上半年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7150件
其中近三分之一被立案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无锡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上半年，全市就处理了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17150件，其中立案5442件。立案案件中，占前三位的争议类型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争议；
劳动报酬争议；社会保险及福利争议。

无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审理庭强纪栋指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
位等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
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都可以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小到个体工商户、大到企业，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的案例涉及到各行各业”，强纪栋透露，一般而言，大型企业各方面运营相对
规范，工资类的争议较少。而个体工商户和小型企业，特别是去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比较大
的单位，因无法及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面临较多的劳动争议。

日前，《中国劳动保障报》刊
登了一个发生在无锡的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案例。在某房产营销
公司从事行政工作的夏某因公
司欠薪，离职后提起劳动争议仲
裁，要求公司支付离职前工资。

一般情况下，夏某与公司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直接按照
合同中所约定的工资发放即
可。这桩案件的特别之处在
于，公司以一纸《合作协议》将
夏某转包给了公司合作人杨

某，并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由
杨某承担夏某的工资福利发放
等义务。如今，夏某想要维权，
杨某不见踪影，这张劳动合同
背后的《合作协议》能否成为公
司的免责“护身符”呢？

强纪栋分析，夏某系房产营
销公司以公司名义招聘，且与
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夏某
在职期间向公司提供劳动，因
此公司应当支付夏某工资。公
司辩称夏某为杨某的组员，根

据《合作协议》应由杨某支付工
资，这一观点并不能成为其推
卸责任的理由。最终，仲裁委
根据夏某实际在职天数，酌定
公司应当支付夏某2020年4月
和5月工资共计6000元。如果
夏某被这张《合作协议》唬住而
选择了吃哑巴亏，这段时间的
劳动就算是打了水漂，关键时
刻她选择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成
功追讨回自己的劳动报酬。

检察官“云救助”
河南籍被害人家庭

遗弃出生27天的儿子,她被撤销监护权
法院判决：监护人变更为民政局

【典型案例】

签了劳动合同，套路仍防不胜防

【小贴士】
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