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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休假过期作废的条款是否有效？

工会关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时期职工权益
职工辞职未获准 留下后却被退工

疫情后的劳动关系维护
要做的还有很多

★劳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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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提供 72 小时内核酸
证明而不能上班能否算旷工？之
前封控在家，复工后企业能否缩
短员工休假时间？企业能否以得
过新冠为拒绝招录的理由？2022
年 6 月 1 日起，上海已进入全面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不
少涉疫的劳动关系问题也随之
而出。为了寻找正确答案，本报
特邀请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
团成员、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首
席合伙人李华平律师就复工复
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工资工时
与休息休假、劳动合同变革与解
除、疫情防控与劳动保护、规章
制度与争议处理等五大类问题
进行专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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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企业即便复工，仍然面临不小压力，不
仅仅包括人员流动率减弱导致的经营困难， 集中复产后积压的生
产压力、复工复产后劳动环境的防护、人员核酸检测的要求等，为
了尽可能减少疫情影响，还有不少临时性的政策出台，这些都可能
造成劳动关系领域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

有了 2020 年疫情突发的处置经验，今年本市在复工复产中的
表现相对从容了一些，针对疫情影响下的企业经营困难、员工就业
困难，市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纾困政策，包括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行动方案 50 条、稳就业补贴政策、小微企业税费减免政策等；就复
工复产后的环境和人员保护，出台复工复产指引，增设临时核酸检
测点等；面对被疫情耽搁的生产任务积压问题，各级工会也一再强
调协商先行，并邀请劳动法专家、心理学家提供心理上和精神上的
“纾困”……一系列新举措的推出，消化政策并付诸实践并不容易，
这便是我们此次邀请专业律师就常见问题进行问答式解读的初

衷。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临时性特殊性的政策解读无法穷尽所

有实践，在原本就日趋复杂、多元的劳动关系领域，因疫情的“介
入”，部分特点有了更显性的发展。 例如，用工模式进一步多元，出
现了“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居家办公等新形态；劳资合作进一步
深化，劳资双方更加认识到企业与职工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协商解决逐步成为主流的争议处理方式等，这些影响不仅
仅体现在疫情期间或是复工复产后的某一阶段， 更是一种具有深
远意义的改变。

这些改变比预料的来得更快更彻底， 积极应对是接下来不得
不做的事。包括创新用工模式；调整劳动领域的法规政策和司法实
践；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化、法制化劳资协作模式；包括探索多元
化用工模式下，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 当然，也包括督促企业
建立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尊重和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等。

更好地承担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
职责，无论是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职工，要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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