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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章制度未被法院认可，离职员工讨回欠薪

山东省十大新闻

评选启动

本报济南12月25日讯 2015
年，山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全省
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事
件、新闻人物不断涌现。为了展示好
成就、新变化，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把思想统一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
中国梦伟大奋斗目标上来，进一步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在省
委宣传部指导下，山东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学会组织开展
了2015年山东省十大新闻评选，并
初评出15件候选作品。

大众网、齐鲁网、鲁网、中国山
东网在首页公布候选作品名单，公
众可通过网络投票参与十大新闻评
选，投票截止时间为 12月 29日上
午。12月29日至31日间若有重大新
闻事件发生，公众也可及时在网上
提出，作为候选新闻参评。评选活动
主办方将于年底召开定评会，2015
年初在各媒体发布最终评选结果。

投票网址：大众网（ h t t p : / /
www.dzwww.com/）、齐鲁网(http:/
/www.iqilu.com/）、鲁网（http://
www.sdnews.com.cn/）、中国山东网

（http://www.sdchina.com）。每次登
录限投10票，多投无效。

胎儿发育畸形

胃钻进胸腔里

本报青岛12月25日讯（记者
刘腾腾） 多年未孕的夫妇在通过
试管婴儿怀孕后，却被查出胎儿在
母体患有重病，就在一家人陷入绝
望时，专家会诊评估发现胎儿出生
后有手术治疗的条件，在孩子出生
后立即进行手术，终于将孩子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

青岛市民王女士与丈夫结婚多
年，一直未能成功受孕，今年王女士
与丈夫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终于成功
怀孕，在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时，王
女士却在孕晚期的定期产检时，被
发现胎儿存在严重膈疝，原本在腹
腔的胃部移位到胸腔里，压迫肺脏
及心脏，导致缺氧，王女士被告知胎
儿预后不良，被建议放弃胎儿。

在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专家
会诊认为虽然存在着围产儿死亡可
能性，但宝宝仍有出生后手术治疗
的条件，可以考虑继续妊娠。

11月，王女士分娩时，现场组成
“产房手术”团队，孩子出生后数分
钟立即手术，经过数小时的手术，孩
子被转入监护治疗。如今，孩子术后
恢复良好，心肺功能也日趋正常。

3月份从公司辞职，讨要工资时却被告知自己2月份就被辞退了，公司从没拖欠自己
的工资。对曾在济南一家测绘公司工作的杨力来说，这一遭遇让他有些不忿。几经周折，
虽然劳动仲裁要求单位需支付几个月来的工资，但公司不服，并备好一堆证据，把杨力
告上了济南天桥区法院。

从2012年开始，杨力在济
南市天桥区一家测绘公司上
班，去年一月底，新婚之后的杨
力准备休婚假，便向公司的负
责人写了一封休假申请，经负
责人口头同意后便陪着新婚妻
子高高兴兴地休了一个婚假。

杨力回到单位后，发现公
司有些变化，原本每月按时发

的工资不按时发了，而且一拖
拖了两个半月的，觉得无法再
干的杨力便辞去工作。杨力辞
职的时候是 3月，却被告知 2
月初时，根据公司规章，他已
自动离职了，后续的工资更是
无从谈起。

无奈，杨力去申请劳动仲
裁，经过劳动监察部门一番调

查，要求公司向杨力支付6000
多元的工资和5600元的经济
补偿金。只是接下来，原本以
为能顺利拿到被拖欠工资的
杨力又失望了，测绘公司一口
咬定杨力休婚假没经允许，违
反公司规定，早就被辞退了。
不服仲裁的公司反过来将杨
力告上了法院。

向公司辞职，却被告知一月前已被辞退

在法庭上，公司为了证明
杨力早已被辞退，拿出了一堆
的证据，证明自1月底杨力请
婚假没被允许后，就再没有在
单位上过班。其中有员工请假
条、员工考勤表、公司对于旷
工的相关规定、员工自动离职
通知单、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书。根据这些证据，公司表示，
按照单位规章制度，连续旷工
5天视杨力为自动离职，为了

证明杨力自己知道自动离职，
还出示了自动离职通知单、解
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贴在公告
栏上的照片。

在2月初，测绘公司曾发给
杨力8000元的款项，在杨力看
来这是年终奖，但在法庭上，公
司还列出了一个详单，把这
8000元钱分成了好几块，这便
是杨力所说的拖欠他的工资，
但杨力表示，这些都是假的。

“其实看似公司有很多证
据，但其中一些证据并不能被
认可。”主审法官说，公司虽然
拿出了公司的规章，但规章是
不能与法律相抵触的，而且并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些规章制度
经过了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讨论通过，并已经向职工
进行公示等程序性要件，故法
院判决时未认可其合法性和有
效性。

公司不服劳动仲裁，又把他告上法院

在法庭上，测绘公司要求
推翻之前的仲裁，杨力则认为
公司所说的都不是实情。通过
质证和对各方证据的分析，法
院最终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公
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公司10日
内支付被告杨力2012年4月、
2013年1月至同年3月的工资
9772元。还要补偿杨力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200元。

主审法官介绍，在整个
诉讼中，杨力的证据有两样，
一个是被公司认为已离职期

间的一封工作电子邮件，另
一个是一段与公司负责人的
电话录音。“这些证据都是有
效的，都能证明，在这段时间
内，杨力与公司是存在劳动
关系的，相反，测绘公司的证
据虽多，效力都不高，虽列出
了一些所谓的工资发放表，
但并没有发放工资的会计凭
证。”法官介绍，当公司拖欠
工资之后，杨力第一时间向
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劳动监
察部门的调查作为书证也为

他所提供的两样证据提供了
佐证。

法官也提醒劳动者，在案
件审判中，电子数据、视听资
料等都属于易修改的证据，但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像电子邮
件这种电子证据或视听资料
证据通常会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只要有佐证，通常都会
被采纳。“因为劳动者往往已
经基本上穷尽了其可能举证
的所有证据形式和举证的可
能。”法官说。

工作邮件和电话录音成了关键证据

在这个案件中，虽然杨
力提供的证据并不算多，但
法院还是更多支持了他的主
张，主审法官韩峰介绍，其中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用人单
位无法提供不拖欠工资的有
效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
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
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
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
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
承担不利后果。

在此案中，原、被告签订
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公司
于每月15日前以货币或转账
形式足额支付给被告。原告
作为用人单位，负责保管掌
握工资及奖金的发放凭证，
并对此进行管理，应由其对
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事项进
行举证。原告公司对被告拖
欠工资主张未能提供相反证
据加以证实，也未能举证证
明其所述奖金数额的计算方
式，所以应承担不利后果。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在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
有个出了名的采油一线的“金
刚钻”。他不是先进的机器，
也不是复杂的操作系统，他
是唐守忠，采油厂工友眼中
无所不能的“金刚钻”。这位
首席技师不仅是时间的“吝
啬鬼”，还是个追根究底的

“粘人精”。
“那时候刚上班，不懂的

东西太多，就逼着自己挤时间
学。人到哪里，书就带到哪里。
有时候值夜班出去巡井，也把
书别在腰里，走累了就蹲在井
场边打着手电筒看会儿书。”
1989年，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的唐守忠，就成了同事眼中的

“吝啬鬼”。不过他吝啬的不是
别的，而是时间。

第一次参加采油厂技能
竞赛时，唐守忠就获得第三
名。工作仅 4年，就破格晋升
工人技师，2003年晋升高级
技师。

“一个人浑身是铁，又能
打几颗钉子？”为了发挥“传帮
带”的作用，唐守忠以创新工
作室、技师工作站为阵地，量
身定做科学的培养计划，建孤
岛采油厂“采油工种第一培训
基地”，摆放各种工具用具
298件（项），制作了标准化课
件 84个，连同教学井在内可
完成 1 1 8 项培训项目。近年
来，他为采油厂的4000余名
员工进行了采油工种的技能
培训,先后带徒86人，有52人
晋升为技师、高级技师。

唐守忠：采油“金刚钻”

本报记者 周国芳

“一心一意做手艺，不当
班长不当官。”扎根一线 24
年，在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宁允展与
很多人有着不同的追求。“我
不是完人，但我的产品一定
是完美的。做到这一点，需要
一辈子踏踏实实做手艺。”这
是宁允展不变的坚持。

1991年，19岁的宁允展
从铁路技校毕业，进入当时
的四方机车车辆厂从事车辆
钳工工作。出身工匠家庭的
宁允展一干就是24年。在身
为工匠的父亲的耳濡目染
中，宁允展从小就喜欢手艺。
如今，他已经成为高铁车辆
钳工高级技师，中国南车技
能专家。

在业内，宁允展是高铁
首席研磨师，国内第一位从
事高铁转向架“定位臂”研磨
的工人，也是这道工序最高技
能水平的代表，被同行称为

“鼻祖”，从他和他的团队手中
研磨的转向架装上了673列高
速动车组，奔驰9亿多公里，相
当于绕地球2万多圈。

宁允展给自己的定位是
“工匠”，而他认为，工匠就是
凭手艺吃饭。多年来，宁允展
一方面不断为自己充电，一
方面将自己的经验无私传授
给身边的同事。在他传帮带的
徒弟中，1人成为高级技师，2
人成为技师，5人成为高级工，
2人成为中级工，这些人均成
为生产一线的骨干。

宁允展：高铁“研磨师”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扎根在生产一线，心系创新发展；他们脚踏实地，怀揣“技
术梦”，在所处的领域成了精英。他们就是“齐鲁金牌职工”。山东省总工会联合本报
开辟专栏，连续刊发十位“齐鲁金牌职工”的一线故事，展现新时代的工人风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谢康

法官说法

是否拖欠工资

单位要找证据

齐鲁金牌职工——— 宁允展
齐鲁金牌职工——— 唐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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