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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去不了，手受伤的事
还没处理完。”在陕南某县一机械加工厂
干活时不小心夹伤了手的同学，在电话
里向贾荣诉苦。

贾荣说：“你们那儿处理这么大点事
咋那么麻烦，官司打了都一年了还没解
决？我看以后还是到靖边来跟我一起上
班吧，这边职工有个啥维权的事，街道工
会联合会调解很快就解决了！”

11 月 1 日，从榆林市靖边县张家畔
街道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街道工会）主
席刘伟峰对记者讲述的这件事中，我们
不难看出，近年来，街道工会依托街道人
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和相关
党政机构，合作亮剑维权的成效。

互利合作共赢

张家畔街道位于靖边县城所在地，
是靖边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城企
业众多，有年产上百万吨的榆林炼油厂、
全国瞩目的长庆油气基地以及亚洲最大
的天然气净化厂等共计 8100 余家。其
中，街道工会辖区有职工 5万余人。

面对体量巨大、千头万绪的维权工
作，街道工会主动担当作为、创新方法，
于 2018年依托张家畔街道人民调解委员
会，成立了张家畔街道工会联合会维权
调解小组，通过调解维权实现了工会组
织威信的不断提升，也开启了全街道“安
心”务工的良好局面。

“我们工会遇到职工维权的纠纷时，
就会积极寻求调委会的帮助，调委会主
任高裕等成员是真的有本事，我们工会
维权小组也在积极学习、贡献力量，期
待能够为更多群众服务。”刘伟峰说。

从此以后，刘伟峰一边跑上级工会
组织争取经费，一方面积极与调解委员
会主任高裕沟通，争取其负责职工维权
事件调解。

2019年，靖边县委县政府正式明确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和人员待
遇。由 7名调解员组成调解委员会，其中
高裕、张世忠两人专职负责工会维权工
作。这 7人由市、县工会组织和靖边县政
府各分担一部分，每年拿出 20万元保障
调解员的调解津贴。

扩大工会影响

2019年 9月 27日 9时许，张家畔街道
工会会员、靖边县挥汗堂老灶火锅店员
工张亚萍骑电动车上班途中，行至火
锅店门前时，不慎撞至马路牙子导致
颅脑损伤，身上多处骨折，店方送至医
院抢救。

2020年 1月 8日，张亚萍出院之际，
正值张家畔街道工会在大力推进建会入
会工作。

“打官司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张
亚萍很惆怅。在这种情况下，她将目光
放在了正在大力宣传建会入会好处的街

道工会，打算试一试。
张亚萍找到街道工会后，刘伟峰紧

急找到高裕、张世忠等人，将街道工会
面临的形势，以及该问题的典型意义等
一一告知。

“必须进行一次树典型的调解，争
取双方满意，不断扩大工会影响力！”刘
伟峰说。

于是刘伟峰、高裕等人兵分两路开
始做工作。一开始，火锅店老板并不太
信任街道工会。但在刘伟峰等人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地讲解了《劳动合同法》
《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并给其时
间让咨询相关律师后，火锅店老板的态
度大为转变。“大量人力物力都浪费在
找律师开庭上，影响火锅店形象不说，
还要额外花不少律师费。”火锅店老板
高亮无奈地说：“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
更高效。”

从接手确定调解，到调解结束，张亚
萍当场签订协议拿走 76万元赔偿金，一
周时间内三方一共碰面三次，最终双方
握手言和，和谐解决。

打造维权名片

一次成功的调解，打响了街道工会
“维权调解”这张牌。但在刘伟峰眼里，
这还远远不够，必须乘势而上，把这项工
作干成劳资双方化解矛盾的主渠道。

张家畔街道新房滩村某砖厂雇佣了

较多外地农民工，其中一起四川凉山彝
族农民工因安全事故产生的损害赔偿纠
纷迟迟不能解决，街道工会接到村委上
报的这起疑难案件后，立即联系调委会
高裕前往调解。

过程中，街道工会和调委会积极争
取派出所、司法局等相关部门的协助，克
服语言沟通障碍，多次与受害人及其共
同务工的同族兄弟进行沟通，最终达成
和解协议，赔偿 52万元。

2021 年 5月 18 日，四川凉山彝族农
民工将一面“精法巧调 求和促稳”的锦
旗送到高裕手中，并热泪盈眶地说到：

“多亏了工会组织的调解，我的赔偿终
于拿到手了。”

谈起这件事，靖边县新业态工会联
合会主席王海霞至今记忆尤新，当时这
件事在县城反响很强烈，新业态会员普
遍觉得靖边县的工会组织“靠得住”。

2022-2023 年，街道工会“调解维
权”影响力越来越大，两年来，已经成功
处理 13 件各类维权事件。如今，职工
有了权益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能想起
街道工会。

“靖边的多数企业和从业者主要集中
在县城，张家畔街道工会联合会的‘调解
维权’已经成为靖边工会维权的一张‘烫
金’名片。”靖边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郝治
军说，“只要调解需要，县总工会将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协助街道工会促进
问题解决。”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据媒体消息，“试用期不缴五险一金，转正后再缴”
“时间太短，考察不全面，需要延长试用期”“换到新岗
位，需要重新计算试用期”……这些试用期的“坑”，你
是否踩到过？日前，笔者采访发现，仍有一些用人单位
将试用期当作“廉价期”“随意期”，克扣劳动者工资，不
按规定缴纳社保，多次约定或任意延长试用期，甚至随
意辞退劳动者。

在现实中，试用期往往沦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薄
弱环节，成为一些用人单位变相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灰色地带。关于克扣试用期工资，随意延长试用期
等高发现象，相关法律都有明确界定。劳动合同法明
确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
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1次试用期。但现实中，总有一
些用人单位敢于公然违反法律。如前不久就有媒体报
道，一男子工作两年半还在试用期。应该说，要彻底解
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从充分检视原因入手。

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习惯在试用期搞“幺
蛾子”，就是瞄准了求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尤其是置
于当前的就业背景下，更要警惕一些企业仗着自己的

“买方市场”优势，刻意滥用试用期。对此，首先需要进
一步强化劳动普法服务。像一些大学给毕业生开设的
就业辅导服务，就应该对那些经常容易出现的劳动者
权益保护薄弱环节，做好专门的普法工作。让更多的
求职者知道用人单位的做法不合理、不合法。这是有
效维权的起点。

另一方面，一些求职者其实未必不知道部分企业
的做法可能构成侵权，但往往受制于自身的弱势地位
而不敢理直气壮地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也间接助长了
一些企业的侥幸心理。但是，要真正让每一位求职者
都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予它
们真正确定的权利兜底预期。要知道，很多人之所以
很难迈出依法维权这一步，说到底还是对法律执行的
信心不足。这方面，我们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在实施
阶段，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同时，求职者也担心因为维权而遭遇企业的打击
报复。这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在和用
人单位“闹僵”后，怕在职场上被穿“小鞋”或是遭遇其
他隐性的区别对待；第二个层面，是担心自己的维权经
历在行业内被“广而告之”，从而被更多的企业“歧
视”。应该说，这两点都是劳动者在维权上非常现实的
顾虑。对此，也需要从多方面来破解。

比如，有过维权经历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保护，
在法律上有必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也即需要通过更明
确的法律约束来遏制企业打击报复的侥幸心理。同时，对于那些习惯
性滥用试用期，侵犯员工权益的企业，相关部门也不妨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即同样从信息扩散的角度，让企业的违法行为被广为告之，这既
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让求职者作出更理性的求职选择，也能够提升
企业恶意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成本。

说到底，要最大程度压缩企业在侵犯劳动者权益上的“自由空
间”，还是得从法律和社会观念双重入手来给劳动者积极维权撑腰。
尤其是社会观念的层面上，应该改变那些对于劳动者维权的不正确看
法。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至今还存在着把敢于维权的劳动者当作

“刺头”等不合理的看法，这实际也形成了一种“利于企业损害劳动者
权益，而不利于劳动者伸张权益”的畸形社会环境。说到底，这还是考
验我们是否真正已习惯从法律角度来看待劳动关系。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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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县张家畔街道工会联合会助力劳动者安心务工

案情简介
于某自 2014年起担任上海某公司质

量主管，2020年 6月，于某工作岗位被调
整为高级质量专员。2021年 12月 31日，
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与于某解除劳动合
同并出具离职证明。于某认为离职证明
记载有误，不能反映其真实的工作履历，
这导致了其在离职后一直未能再找到工
作：未写明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岗位没有
体现长期担任质量主管，仅记载离职前任
高级质量专员；离职原因不实。

因与公司协商未果，于某遂申请劳动
仲裁，要求公司重新出具离职证明，并支
付延误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的
赔偿，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合同期限

属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
有关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应写明的
内容。

关于工作岗位，需要指出的是，从对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法定内容之设置
看，相关证明除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
动关系之终结外，亦有证明劳动者工作经
历、专业技能之功用。虽然于某在劳动合
同解除时未从事质量控制主管岗位工作，
但如果仅列明于某离职前工作岗位，显然
难以全面反映于某的实际工作经验、岗位
工作能力。

关于离职原因，公司在离职证明中写

明离职原因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难
以认定该内容对于某产生不利影响，但结
合该证明的实际用途以及相关规定，在于
某有异议的情况下，宜不写入为妥。

关于损失赔偿，本案劳动合同中有工
作岗位约定，离职证明并非对于某工作岗
位经历的唯一证明，该离职证明虽存在不
妥之处，但并不必然导致产生重新就业权
益损失。最终判决公司无需赔偿，但应在
十日内重新出具符合规定的离职证明。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用人单位未规范出具

离职证明引发的争议。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
四条及《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5条规定，离职证明
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
工作年限。如果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
可在证明中客观地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
原因。

在此，我们建议广大用人单位，出具
离职证明不仅是法定要求，其本身所载内
容对劳动者重新就业亦有重大影响，所以
出具离职证明时应当审慎处理，实事求
是，依法规范填写，不可草率。 □唐律

离职证明要怎么写才规范

维护合法权益 彰显担当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