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法律服务案例之一 充分利用平台融合优势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有效法律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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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况】

2020年 3 月 3 日晚，王某通过北京市法律服务网申请法律援助，据其陈述，

其于 2019年年底入职朝阳区某公司，至 2020年 2 月 7 日提出离职，未与公司签

定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保。离职原因为公司在 2020年 2 月 7 日未与员工协商，

发文件强制调整工资待遇；公司未按时发放 2020年 1 月份工资，在 2020年 3
月发放的 1月份工资中，存在克扣现象，发放数目和同时期入职相同岗位的人员

相差超过 2000元，未提供工资条说明扣款类型和具体数额；劳动者称其在 2 月

1日至 2 月 7 日期间，经公司部门领导安排在家办公，公司未认可其劳动工时；

疫情发生前，公司要求每周六加班，并未计算加班工时，也未补休或发放加班工

资。

王某在法网提交法律援助申请后，法律援助申请进入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网

络协同调度平台，由朝阳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承接。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

员主动联系当事人，就其法律援助申请进行沟通。对王某的情况作了如下分析解

答：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关于企业用工的法律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由于该公司在疫情发生前用人超过 1个月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对于王某的诉求，平台法律服务人员建议其梳理加班

的证据，并据以主张加班费。

二是受疫情影响期间的劳动报酬计算问题。关于 2 月 1日至 2 月 7 日之间的

劳动报酬问题。2020年 1 月 31日-2 月 2日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延长假期，1月 31
日（周五）和 2月 1 日（周六调休日）2 天均可参照休息日，2月 2 日为周日属

于休息日。由于王某主张 2 月 1日至 2 月 7 日根据领导安排提供了劳动，因此 2
月 1日、2 月 2 日按照休息日计算加班费，即每日工资=日工资*200%。2 月 3 日

至 2月 7 日正常劳动时间，按照原日工资支付。

三是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标准。因订立、履行和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北京

市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如果申请人经济困难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

按照《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北京市相关政策，北京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

准按照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目前两个标准合一，为

家庭人均月收入 2200元。如果是农民工可以免于经济困难审查。

根据工作人员的详细解答，王某表示自己不符合本市经济困难条件。工作人

员建议其自行维权或者委托专业法律服务人员代理提起劳动仲裁，遇到法律问题

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或者通过北京法律服务网寻求帮助。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王某注意疫情对公司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从而对实现劳

动者权益保护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建议其理解公司面临疫情遭遇的风险，希望和

公司相互理解，共克时艰。王某表示理解并对维权进行充分考虑。



【案例评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企业难以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在劳动用工方面

引发诸多法律问题。本案既反映了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

同、不按规定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等违法、违规行为，也反映出疫情对企业

生产经营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凸显出公共法律服务在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案例承接群众在法律服务网发起的复工复产法律服务需

求，通过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协同调度平台进行协同调度，由实体平台在 1 个工

作日内进行响应，提出法律意见，得到申请人的认可，体现了北京市公共法律服

务网络、实体、热线三大平台一体建设、融合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