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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甲和乙系夫妻关系。2017年底，乙与某银行签订定期存
款协议书，约定由乙在该银行开设定期存款账户，存款金额
190万元，期限为5年。当天，乙按约定在银行存款190万
元。之后，乙患病，病危期间立下了由甲完全享有夫妻共有
房产及本案定期存款190万元的继承权遗嘱。约定的存款
期限到期后，甲持乙的死亡证明、遗嘱、结婚证等材料向银行
申请提取该笔存款时，银行以甲未取得乙继承权证明书为
由，拒绝向甲支付该笔存款的本息。于是，甲将银行诉至文
山市法院。

法院审理

文山市法院经审理认为，乙所立的遗嘱系合法遗嘱，甲
系190万元的合法继承人，依法享有提取该存款本息的权
利。故判决银行返还甲190万元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关于查询、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在银行的存款以
及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户或支付手续的联合通知》规定：
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提取、过户手续问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复
杂，应慎重处理。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
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应向当地公证处（尚未设立公证
处的地方向县、市人民法院，下同）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
银行凭此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如该项存款的继承权发生
争执时，应由人民法院判处。银行凭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
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

本案中，由于乙已故，甲无法向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
权证明书，银行对乙的遗嘱真实性无法进行审查，故甲提起
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应由人民法院判处。本案对有相似情况
的公民办理取款手续有一定参考意义。

■ 法条链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自然人

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
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
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
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自然人可以
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齐鲁晚报、云南高院微信公号）

专家认为，保护暑期工的劳动权
益，还需多管齐下、多方发力。同时，
暑期工也应注意鉴别用工信息、提升
维权意识，避免发生劳务纠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
研究院教授李长安建议：“一定要签订
劳务合同，我建议这些学生一定要认
真地阅读其中的那些条款，不要用人
单位拿着这个合同来你就直接签字。
第二，如果发生了劳务纠纷的话，要学
会通过相关的合法的途径去维护自己
的权益。比如说当地的劳动部门，还
有工会组织。第三我觉得要特别注意

相关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规定，比如
说超时加班应该怎么办？食宿的费用
谁来支付？该用人单位掏钱的地方就
必须由他们来掏钱，有些可能是自己
需要支出的部分，我们自己也要做到
心里有底。”

对此，陈红炜称，求职的时候一定要
去正规的中介机构、职业介绍所，不要轻
信一些野广告和一些没有合法招工权利
的中介机构去应聘。当用人单位要求
劳动者也就是学生收押金和扣押身份
证等其它证件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一定
要说不。 （中新网）

取已故亲人银行存款遭拒，法院这样判

亲人离世后，家人持
其生前的存款单向银行取
款，银行以未取得继承权
为由拒绝返还存款。法院
将如何判决？日前，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人
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
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件，
一起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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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到手仅剩一半

暑期工用工乱象为何不断？
“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当初承诺的工资最后到手

只剩一半”。近日，记者注意到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吐
槽他们的暑假工经历。一网友称，自己的暑假工工作
是通过中介找到的，中介不仅赚取了其工资差价，工资
还被用人单位和中介以各种名目克扣近一半。

这位网友讲述了自己的暑假工经
历，“(中介)说18块钱一个小时，我们还
交了250块钱的车费。等我们到那里之
后，他跟我们讲的是签两个合同，一开始
先签一个13块钱(一小时)的合同，还要
再签一个5块钱(一小时)的合同，5块钱
(一小时)的是补差价。他发下的工资非
常离谱，两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块
钱，按道理怎么都有4000多块钱。我们
就问他差价什么时候补，他就一直在
拖。他说我们提前离职就扣了我们几百
块钱，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而且离职
也不是我们提出的，是由于工厂不需要
这么多人了，他就把我们辞退了。”

该网友的遭遇并非个例，另一位

网友小肖也被中介以工作时长不到
“规定天数”为由拒绝支付其剩余工
资，并将其微信拉黑。

暑假工小肖说：“中介的一个负责
人讲的是16块钱一个小时，他给我签
的合同是14块钱，他跟我说差的那2
块钱由他单独补给我，然后厂里面的
合同是12块钱，(中介)说差的4块还是
由他单独补给我，我们合同到期的时
间是8月10号，然后等我干到7月30
号的时候，那个厂就以不需要那么多
人为由把我们裁掉了，然后就问了(中
介)，找他要工资，他说人走账清，他说
我没有干到10号，他不给我补，然后把
我(微信)拉黑删除了。”

辛辛苦苦两个月，最后到手工资只剩当初承诺的一半

两方面原因致暑期工用工乱象不断

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克扣暑假工
的工资待遇，导致实际待遇和对方承
诺的完全不同。对此，律师认为，这侵
害了学生们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红
炜表示：“作为一个暑假工，他受到的
是民法典中关于雇佣关系的法律保
护，而民法典中明确地规定了企业在
这种情况下是应当给劳动者也就是学
生支付相关的薪资待遇，不得无故拖
欠和克扣，而企业巧立名目这种克扣
明显是属于违法的。”

暑期工用工乱象为何不断？陈红
炜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陈红炜说：

“用工单位跟学生之间各自的需求中间
是存在一个信息差的，这种信息差就导
致好多的黑中介滋生出来。这种黑中
介没有合法的相关手续，很难对它进行
监管和处罚，这就直接导致黑中介的违
法成本很低。第二点就是学生他自身
维权的成本也很高，因为暑假工维权基
本上要去劳动监管部门，去法院诉讼这
种正规途径的话，时间会拉得很长，并
且也要有一定的相关的证据。”

保护暑期工劳动权益还需多管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