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难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依法治国， 不代表任何
纠纷都诉诸司法机关、交给
法律去办。明明只要依法办
事、依法履约就能避免纠纷
和矛盾，就能保障和实现公
民权益， 偏要推给法院，这
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拿
法律做“挡箭牌 ”推卸自己
的责任。

□ 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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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说的， 事关一起房屋征收补偿
纠纷。

据《法治周末》报道，2004 年周文刚夫
妇买下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一旧厂房，改
造后经营家居装修。2012 年，清原县政府旧
城区改造， 欲将此处改造成 12 层商住楼。

经谈判， 周文刚与房屋土地征收中心签订
了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在签订第
三份协议时，征收中心主任换人。 新主任上
任后不理“旧账”，不仅不与周文刚签第三
份协议， 而且对前两份合同也有诸多不履
行、相违背之处。

此案中有一点值得玩味———每次周文
刚主张权利、 要求按合同办事， 新主任便
说：“你要补偿款我不给，你可以找开发商、
可以起诉啊。 ”而在周文刚看来，“现在我算
明白了，每走一步，他就让我起诉一步。 ”

这位主任言外之意是：你就按法律办事
啊，你找我没用，你找法院去，法院判你赢我
就执行，法院不管我就不干。表面看，好像一
副尊法守法的姿态，实际上呢？

动辄让老百姓告政府，可知道“民告官”
的现实之难？

2014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将因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引发的争议

纳入其中。 也就是说，被征地老百姓起诉征
地的地方政府，是典型的“民告官”案件。 而
现实中，“‘民告官’难于上青天”之类的报
道屡见不鲜。 尽管 2015 年 5 月以来，我国
开始实行立案登记制，“民告官” 的立案门
槛降低了，但胜诉率仍然不高。 退一步说，
就算法院判老百姓赢了， 地方政府一定执
行吗？ 此前，地方政府“叫板”法院判决，甚
至发红头文件指责法院判决不当的情况并
非没有发生过。

众所周知，法律是讲程序的，尽管对案
件有审结时限的规定和考量，但走程序不可
避免会有时间的等待，如果再有点“案外干
扰因素”， 一桩案子走上一两年甚至更长时
间的“程序”并不稀奇。

基于这样的现实，地方官员口中的“你
去告我啊”， 表面上是主动把争议交给法院
和法律去办，实际上是让你知难而退、忍气
吞声更好……

“邀约”百姓告政府，这样主动的“以身

试法”，还有一点必须厘清，即在本案中，新
官不理旧账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不作为，系
违法在先。 从合同缔结的双方主体来看，与
被征收土地的人签订合同的是地方政府部
门或者下设单位，别说是换个领导，就是这
个部门或者单位撤了， 其此前签订的合同，
做出的决定或者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来说都
依然有效。

依法签订的合同、做出的承诺，就要依法
履行， 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本身就是违法
和不作为。 一个违法在先，不履约、不作为之
人叫嚷着“你去告我啊”，当真如此底气十足？

更让人无语的是，在面对一些公民的权
利主张时，“你去法院起诉啊”不是个别官员
的口头禅，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的习惯思维。 农民工讨薪找到劳动监察部
门，工作人员可能会说“你去法院吧”；消费
者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找到食药监部门，工作
人员可能会说“你去起诉吧”……

依法治国，不代表任何纠纷都诉诸司法

机关、交给法律去办。 政府部门本该依法行
政，不能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明明只要依
法办事、 依法履约就能避免纠纷和矛盾，就
能保障和实现公民权益， 偏要推给法院，这
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拿法律做“挡箭牌”
推卸责任，是玩法律游戏，是对法律的故意
戏弄，更是对司法资源的故意浪费。

对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来说 ，遵
从法院判决当然是依法办事的必然要求，
但除了服从判决，遵守法律、依法行政显然
应该涵盖政府部门及其人员说话办事的每
一个环节 ，包括主动学法 、懂法 、用法 、守
法，而不该是在“懒政”之后让群众“去法院
告吧”。

山东一年侦办 2286起食品犯罪
本报讯 （记者丛民） 记者日前从山

东省公安厅获悉 ， 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底，该省公安机关共侦办食
品犯罪案件 2286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253 名，打掉“黑窝点”620 个，打掉犯罪
团伙 98 个。

据介绍，一年来，山东省公安厅以食
药打假“利剑行动”为主线，积极参与“食
安山东”品牌引领行动，深化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打击食
品犯罪专项行动。针对慢性病患者和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食用的保健食品存在的问
题，该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了打击保健食品
非法添加犯罪“利剑·Ⅰ号行动”，共侦破
非法添加西地那非、格列苯脲、盐酸苯乙
双胍等违禁药物成份的犯罪案件 26 起。
根据食品犯罪的特点和特定类型食品可
能存在的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了打击制售
伪劣肉制品犯罪“利剑·Ⅱ号行动”，侦破
用鸭肉冒充羊肉、用猪肉冒充牛肉、用马
肉冒充驴肉等制售假劣肉制品犯罪案件
14 起，移交行政监管部门处罚 19 起。

此外， 在山东省食安办的统一协调
下， 该省公安厅会同食药监局等 7 部门
组织开展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清源”
行动，侦办食品犯罪案件 346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433 人。 为依法严厉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羊肉违法犯罪行为， 该省公安
厅会同食药监局、 畜牧兽医局联合开展
了羊肉及其制品“规范整治打击”专项行
动， 共侦办制售假劣羊肉及其制品案件
3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

“别喝了”
针对中央巡视组对安徽巡视 “回头

看”指出的“酒桌文化”“酒桌办公”问题，
安徽省日前部署专项整改， 要求所有公
务活动除外事、招商活动外，一律不准饮
酒。 这一“最严禁酒令”凸显安徽整治“酒
桌文化”的决心。

此次安徽“最严禁酒令”整治的重点
包括：“不请客吃饭”不办事、“请客吃饭”
乱办事 ；通过 “酒桌办公 ”要资金 、跑项
目、争考核名次或谋取不当利益；党员干
部及公职人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等多项内容。 这些整治将过去
酒桌上的“潜规则”晒在阳光下，直指酒
桌上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给公务
人员划出具体的纪律红线。

新华社发 翟桂溪 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零包贩毒”“枪毒合流”案多发
本报讯 （记者张伟杰） 在“6·26”国际

禁毒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于 6 月 23
日召开新闻通气会，对外发布了 10 起毒品
犯罪及吸毒诱发次生犯罪典型案例， 提醒
公众警惕毒品犯罪。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马岩
介绍，近年来，受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膨胀
影响，涉案毒品数量在 10 克以下的零包
贩毒案件增长迅速， 且此类案件在贩卖
毒品案件乃至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均占
有较高比例。

零包贩毒是毒品犯罪的末端环节 ，
直接导致毒品进入吸食、消费领域，社会
危害不容忽视。

当日通报的林坤武贩卖毒品案就是一
起典型的“零包贩毒”。

今年 48 岁的林坤武没有工作。 2009
年 1 月和 2012 年 11 月， 林坤武分别因盗
窃罪和贩卖毒品罪被判刑。 2013 年 7 月被
刑满释放后 ，林坤武又在福建省东山县铜
陵镇家中多次向吸毒人员贩卖海洛因，每
次 0.1 克,共计 0.7 克。

2014 年 11 月 27 日，当公安人员在林
坤武家中将其抓获时， 还当场从客厅查获
0.7 克海洛因。

此后， 被告人林坤武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8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武装掩护毒品犯罪也是目前毒品犯
罪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毒品犯罪分
子在实施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犯
罪的过程中，为掩护犯罪而携带枪支、弹
药、爆炸物的案件屡有发生。 特别是在广
西、云南等边境地区，“枪毒合流”案件呈
上升趋势。

在当日公布的莫进友贩卖 毒品案
中， 莫进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东
兴镇凯迪阳光假日酒店， 将一小包氯胺
酮贩卖给吸毒人员王某某。 二人交易结
束后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并从其身上
查获 2.48 克氯胺酮。

莫进友在逃跑过程中， 持随身携带的
手枪朝公安人员追来的方向射击， 后将携
带的 5.23 克甲基苯丙胺、0.79 克氯胺酮丢
弃于路边绿化带内， 当逃至一交叉路口欲
拦车逃跑时被抓获， 公安人员当场从其身
上查获手枪 1 支、子弹 3 发。

莫进友后因武装掩护贩卖毒品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2 万元。

马岩表示，武装掩护毒品犯罪 ，不仅
大大增加了执法机关查缉毒品犯罪的风
险， 也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即便被告人莫
进友开枪射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 仍应认
定为武装掩护贩卖毒品。 法院对其判处
有期徒刑 15 年 ， 并处没收部分个人财
产， 体现了对武装掩护型毒品犯罪的依
法严惩。

□ 本报记者 张伟杰

6 月 14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人数最
多的一起合同诈骗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宣判。
涉案的中网互赢公司的 62 名员工被认定有
罪， 其中 51 人被判处 12 年至两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11 人被定罪免刑。

这是一起典型的单位犯罪案件， 但却有
这么多员工被判有罪。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因
日常工作而身陷囹圄的事并不少见。 本来是
为了挣工资， 却为自己挣来了犯罪之名和牢
狱之灾， 真是职场如战场， 一不小心就成了
“犯罪分子”。

“月薪十万元不是梦”
“月薪十万元不是梦！ ”正在浏览网页招

聘信息的小严立刻被这则电话销售的招聘广
告吸引了。 他马上按照要求发去了自己的简
历并很快顺利入职。就这样，刚刚大专毕业的
小严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中网互赢公
司的电话销售。

然而， 这份工作刚干了两个多月， 就让
26 岁的小严成了一个罪犯。

6 月 14 日， 刚刚被法院定罪免刑的小
严向 《工人日报 》记者讲述了自己的 “工作
历程”。

“我的工作就是给手中有‘关键词’的人
打电话， 说我是工信部下属单位中网互赢的
员工，我们公司可以给他们的‘关键词’做推
广，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

一开始， 小严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工作有
什么不对。

“公司跟我签了 3 个月的劳动合同；我们
每天早晨八点半上班，员工需要打卡；迟到每
次扣 10 元；公司设立了包括人力资源部在内
的各种部门……”。 小严说，公司优良的办公
环境、严格的员工管理，一切看起来都挺“正
规”的。

通过运用中网互赢公司交给员工的 “话
术”，小严在实习期就成功利用“网络关键词”
让两位中年人给自己分别打款 4 万元和 5 万
元。

“自己干的不是好事”
事实上， 小严入职后不久就发现公司存

在欺诈行为。
“我们公司有个商务部，那有一批人扮演

买家。 ”小严说，他们装作百度、360 等知名网
络公司的领导，说要对某些“关键词”进行投
资，想收购被骗者手中的资源。由此促使被骗
者认为自己手中的“关键词”值钱并产生付费
让中网互赢公司完善自己“关键词”的愿望。

小严逐渐明白，自己也在骗人。 “发现自
己干的不是什么好事，良心受到了谴责，我想
过要走。可是时间一长，看到大家都在这么干，
在北京挣钱也挺难的，又看着公司挺正规的，
都干这么大了，肯定不会出事。”小严于是通过
对自己的“安慰”，继续留在了中网互赢公司。

《工人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包括小严在
内的众多中网互赢员工都有化名， 在给客户
打电话或签订合同时， 他们都使用化名而非
真名。

案件承办法官宋振宇说：“这个案件的被
告人大多是‘90 后’、‘80 后’，比较年轻，刚工
作的时候可能对单位犯罪、 诈骗的行为不是
特别了解。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甚至自己实
施了诈骗以后， 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是明确认
知的。 ”

2014 年 6 月的一天早晨， 刚打卡进公
司、 正在打电话的小严突然发现公司来了很
多警察，自己和同事已经被团团围住。 此时，
小严知道事情严重了……

遇到单位犯罪不能忍
近来，员工因为工作中的“职务行为”而

被判刑入罪的不少———6 月 8 日， 南方法治
报报道了东莞一家冻品店的 3 名店员因跟着
老板一起收购病毒猪肉而被判刑；今年 5 月，
兰州警方审查终结一网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3 名员工被移送起诉；4 月 20 日， 在湖北
武汉为老板卖假冒运动鞋的员工李某获刑 1
年，并被罚款 19 万元……

在诸多此类案件中， 犯罪单位的老板都
“悄悄溜了”， 负主要责任的管理人员和员工
常常成为最早被抓捕的人。

“作为普通劳动者，如何避免成为企业违
法犯罪行为的替罪羊？”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乐平作为首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十大
杰出律师，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他表示劳动
者首先要对工作的企业进行基础性了解，如
了解企业登记注册情况、经营范围、业务广告
等， 可以通过各地工商局网站查询企业登记
信息，了解企业注册时间、经营范围、股东及
出资情况等， 还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企业的
业务广告等，加深对于企业真实情况的了解。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单位犯罪

中，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要
承担责任。 ”对于如何避免因为工作“涉罪”，
宋振宇法官建议：“不能从事违法、 违规的职
业和工作。 如果找工作时发现单位的行为违
法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不能怕惹麻烦、怕
得罪人而与单位同流合污， 如果知道单位有
违法行为但仍继续工作的， 在法律上属于具
有主观故意， 单位的员工也将是犯罪的共
犯。 ”

小严和同事们之所以愿意去中网互赢并
一直留在那里工作，高收入是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小严等人最终却
以被判有罪甚至多年的刑罚来偿还曾经的高
收入。

宋振宇特别提示劳动者， 发现单位有违
法犯罪行为一定要离职，但“一走了之也不是
最明智的选择”，还要向公安机关举报。 否则
将来一旦案发被抓获， 之前的行为也要承担
责任。

小严作为“过来人”，他说如果将来自己
有亲戚朋友要找工作，他会告诫他们“不论找
什么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要去
做伤害别人的事。 如果你所在的公司真的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连员工都不能告诉，那么这
个公司一定有问题了”。

红绿灯路口，司机们刚把车停稳，就会有
一个个手拿小广告的人从马路两边走到车流
当中， 或轻敲车窗或直接将小卡片插进车窗
缝隙，待绿灯亮起，车流恢复涌动，这些人再
次回到道路两侧，等待下一个红灯……

这样的画面对于很多城市居民来讲，似
乎已经成为交通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本周北
京市朝阳区法院法官调研发现，这种“习以为
常”的小广告发放在生活中频频“惹事”，引发
了诸多诉讼。

发广告劳动权益难兑现
2015 年 9 月，老李将北京一家房产经纪

公司诉至法院， 说自己经人介绍到该公司售
楼部发放宣传广告， 每月保底工资 1300 元。
此后，老李专门在红绿灯路口、公园、小区里
为该公司发放售楼传单， 每天大约发两三百
张，一共干了两年又十个月。 可是，该公司常
常拖欠工资，到他起诉时共计欠发 6 个月。老
李向法院提供了该公司没有印章、 没有签字
的广告宣传材料， 以及同样没有任何印章和
签字的“工资条”作为证据。

被诉公司一方的负责人却说， 该公司与
老李没有劳动关系，不认识老李。

最终，老李因为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了
诉讼请求。

法官审理发现， 在与发小广告有关的劳
动争议中， 没有劳动合同、 没有工资发放记

录、 人员流动大彼此不认识以及广告发布者
与雇佣发广告者分离等原因， 最容易导致劳
动者败诉。

发广告被撞倒司机负主责
老张经朋友介绍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

房地产公司发广告。 一天，他在十字路口发
广告时被车撞倒骨折。 经交通部门认定，车
主一方负主责，老张负次要责任。 为此，老张
把车主诉至法院，讨要赔偿。 后因证据不足，
老张的诉求仅得到了部分支持。

法官通过梳理此类案件发现， 发小广告
者被撞伤后， 交通部门大多认定受伤者负次
要责任。 但由于发小广告的伤者大多没有固
定工作和稳定收入， 大多无法证明自己的收
入情况，因此，他们如果起诉要求车主赔偿误
工费，很难得到有效支持。

小广告伤了车没人赔
名片式小广告经常会掉进车窗玻璃夹

缝， 导致车窗升降时存在杂音， 甚至无法升
降， 这让不少车主不得不前往车辆修理店进

行维修取出。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卡片滑入车
窗玻璃夹缝后，积存在底部，一旦达到一定数
量，会对门体或内部配件造成锈蚀，损害车窗
的正常功能……然而， 小广告毁车的损失并
不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遇到这样的事，车主
往往只能“自认倒霉”。

尽管损失严重， 但却很少有车主向广告
发放者追责。 一方面车主很难找到小广告发
放人；另外，虽然卡片确实存在，但是卡片与
车损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大，难以证明；此外，
由于发广告者流动性大， 即便胜诉也未必能
够找得到可供执行的财产。

流动小广告违法成本应提高
在路口发小广告的违法性是毋庸置疑

的。 其违反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
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还违反了我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
规定。 此外，这种行为还违反了一些地区的
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中规定的 “任何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场所散

发、悬挂、张贴宣传品、广告”。
然而，小广告之所以屡禁不止 ,违法“成

本低、效益大”是主要原因,所以有关部门应
当从源头加强治理, 加强对广告主的处罚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

另外，对于发放小广告的人员，应告知
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险性 , 使其对其行为
本身具备足够的认识 , 以求达到主动放弃
的目的 ,而对于屡教不改者 ,可以施以必要
的处罚。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急于找工作的小冯不久前通过 QQ 应
聘北京某图书公司 ， 对方要求小冯支付
1000 元的工作押金，收到押金后又提出支
付 1000 元保密费的要求……当小冯陆续
支付了 2 万多元后， 这家所谓的图书公司
消失了。

6 月 14 日，发现受骗的小冯向所在地
的江苏句容公安局报警。

类似的事情不少。 北京义贤律师事务
所律师黄乐平介绍：“今年 4 月份， 我们接
到一个求职者的咨询， 是从湖南来京求职

的一个文学爱好者。 他从外地来京找工作，
通过非正式的网络渠道得知了一个招聘副
导演的信息， 结果不仅所谓的副导演工作
没有着落， 连自己辛苦攒下的 2 万余元也
被诈骗一空。 ”

求职路上的陷阱，劳动者该怎么防？
黄乐平律师建议， 劳动者首先应该通

过正规的招聘信息发布平台求职， 如政府
的职业介绍中心、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
招聘会、正规的网络求职平台等。 求职时需
要格外警惕收费的职业介绍行为，按照《就

业促进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
公告就业服务机制举办的招聘会及提供职
业介绍服务的，不得向劳动者收费。

现实生活中，公交车站、长途汽车站等
的站牌上或周围的电线杆上， 经常能看到
张贴着诸如保安公司、 公关公司的招聘信
息，提供的月薪甚至达到几万元，明显高于
普通保安、公关人员的收入，还有一些个人
举牌发布招聘信息的现象也很常见。

“这些都是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招聘信
息，而且绝大多数为虚假信息，劳动者一定
要对类似的招聘信息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
被高薪诱惑，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

此外，黄乐平还提醒，对于用人单位提
出的扣留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交纳押金、保
证金等要求的，劳动者要特别引起注意，根
据法律规定，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

路口发小广告是违法行为，害苦了车主和发广告的劳动者

广告发了 纠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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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要求交证件、交押金一律违法

找工作如何防骗

延伸阅读

□宋学亮

东方 IC 供图

工作中违背良心和道德的事不能做，否则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单位犯罪，员工易成“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