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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梅生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法律就守护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也一
直没有缺席。

引人误解虚假宣传，有权要求三倍
赔偿

因儿子喝普通奶粉过敏，赵女士到一家孕
婴用品店购买替代品。店主向赵女士推荐了
某产品，并明确表示“能调节过敏体质”。赵女
士出资6000元购买后，发现店主纯属误导消
费，该替代品不仅不能调节过敏体质，还会给
婴幼儿身体造成损害。赵女士能否要求孕婴
用品店返还价款6000元并支付三倍计18000
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说法

可以。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食
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

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
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
责。”孕婴用品店以“能调节过敏体质”误导赵女
士，属于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方式销售商
品，即构成欺诈。

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应当给予
十倍赔偿

杜女士为儿子购买某种蛋白固体饮料后，
发现配料表上标注有L-赖氨酸、L-蛋氨酸、
L-色氨酸、L-酪氨酸成分，而4种氨基酸允许
使用的食品类别中不包括固体饮料，遂以超范
围添加为由，要求商家退回购物款并赔偿十倍

货款。而商家认为，标示的4种氨基酸系氨基
酸复合物，已通过特殊工艺处理，系以改性形
式存在而非添加物质。杜女士的请求成立吗？

说法

请求成立。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规定，

L-赖氨酸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不包含固
体饮料，但案涉产品系蛋白固体饮料，并

非可以添加案涉氨基酸的食品。而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消费
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
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
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

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
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

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
权向经营者追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
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
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
瑕疵的除外。”

为学生提供受污染午餐，必须受到
行政处罚

一家餐饮管理公司是某小学的午餐供应
商。一天午餐后，多名学生出现腹痛、腹泻症
状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调查发现，餐饮管理公
司在午餐的存储、加工、配送中，存在诸多违规
操作且含油脂酸败等物质，学生系食用受污染
午餐导致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据此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餐饮管理
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巨额
罚款。餐饮管理公司冤吗？

说法

不冤。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
条分别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腐败变质、油脂酸

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
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经营者
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
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第四十六条也指出：“供餐单位应当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当餐加工，并遵
守本规定的要求,确保食品安全。”正因为餐饮
管理公司与之相违，且造成了严重后果，决定
了难辞其咎。

篡改日期销售过期食品，应当承担
刑事责任

肖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大量收购超过保质
期的奶制品，通过喷涂篡改产品原生产日期、
保质期和批号，改换包装，冒充新日期产品，利
用作为经销商的便利，销售给未成年人食用，
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销售金额达27万余
元。最终，肖某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
判处刑罚和罚金。

说法

肖某罪有应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
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
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销售金额较大的行为。刑法第一百四十条
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
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
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
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
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
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肖某将他人生产的
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
期、改换包装等方式销售牟取利益，销售金额
达27万余元，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无疑罪
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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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钱某
将一车货物承揽给我
丈夫卸载时，双方约
定 必 须 在 当 晚 前 卸
完，报酬共计 500 元，
其余事项均由我丈夫
自行决定，与个体工
商户钱某无关。我在
帮助丈夫卸货时不慎
被货物压伤。请问：
我是否构成工伤？

读者 肖丹丹

肖丹丹，你好！
你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
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
缴纳工伤保险费。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
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工伤认定办法》第六
条也指出，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
认定申请表》，并提交
下列材料：（一）劳动、
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
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
动关系）、人事关系的
其他证明材料……即
办理工伤保险、工伤申
请、享受工伤待遇，一
方必须是职工或者雇
工，也就是与用人单位
存在劳动关系。如果

不存在劳动关系，哪怕确有伤害的
事实，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按工
伤处理。

钱某与你并没有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甚至也没有口头劳动合
同。即使你丈夫与钱某之间也只
是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更何
况你只是为你丈夫帮工。你只是
受你丈夫指挥、调遣，与钱某无关；
你提供的劳动成果，只是你丈夫应
当完成、应当交付中的一部分，且
不管由谁完成、多少人完成，钱某
也只是向你丈夫支付约定的报酬。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 廖春梅

谨防试用期成为规避劳动关系的挡箭牌
■ 吴晓晗

试用期的设置在于双向考察、互相了解，但
因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部分用人单位对试用
期期限的设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
者需擦亮眼，谨防试用期被用作规避劳动关系
的挡箭牌，避免试用期被“无限延长”。

谨防以“试工期”为由规避劳动关系建立

小张毕业后入职白云公司任插花师，打卡
上下班。期间，小张多次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公
司却称该岗位需有专业技术，现为学习阶段，考
察期1年，学会技术后才会考虑录用，所以双方
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小张通过诉讼程序要
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该“学习”实为岗前培
训，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

1.用人单位能否以试工为由，否认建立劳
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工之日系
单位决定招用后对劳动者工作进行安排的时间，
包括学习规章制度、岗前培训等。法律上没有

“试工”概念，试工即一般意义上的试用。劳动者
需警惕用人单位假借实习或学习技术为名否认
劳动关系，若用人单位在该期间实际管理劳动
者，劳动者切实提供劳动且双方未另行签署协议
的，双方自实际用工之日建立劳动关系。此时劳
动者应注意留存工作照片、打卡记录、录用报名
表等相关材料，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2.岗前培训阶段能否直接视为试用期期限？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

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
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试用期应当以书面形
式约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明确约定试用期
的，不得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期间存在试用期。
岗前培训阶段不能直接视为试用期。

谨防以“试用期合同”方式规避试用
期期限

钱某入职蓝英公司，口头约定试用期两个
月，双方签订一份试用期合同约定试用期自
2022年9月1日起。2022年11月1日钱某要求
转正，公司却以试用期最长可达6个月，其仍处
于试用期为由予以拒绝。后钱某提起诉讼要求
蓝英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2年12月
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试用期约定不明时，蓝
英公司需就试用期期限承担举证责任，其举证
不能就应承担后果，故采信钱某关于试用期两
个月的主张。双方仅签订一份试用期合同，试
用期期限即为劳动合同期限（2022年9月1日
至2022年10月31日）。2022年1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
应支付此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法官提示

1.合同中仅约定试用期始期，能否主张试
用期为6个月？

在试用期约定不明时，用人单位需负举证
责任，若公司无法举证，仅主张为法定最长期限

的，不予支持。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需审查试
用期条款，做好试用期沟通情况的证据留存，依
法保障自身的试用期合法权益。

2.仅签订“试用期合同”，试用期是否成立？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试用期

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
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用
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仅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该期限视为劳动合同期限，此时若试用期届满不
再续聘应为劳动合同终止。此后若用人单位仍
未签署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依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二条第一款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 潘家永

职工依法享有休病假的权利。职工休
了病假，工资肯定受影响，即病假工资或疾
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除此之
外，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职工休病假期间，遇节假日不
扣除

魏某是某公司员工，工龄20年，与公
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4年
4月29日晚上，梁某外出途中不慎摔伤，
医院建议病休1个月。治疗期间，魏某心
里盘算着：5月份有8天公休日，另有五
一节1天法定假，这9天休息日应当从1
个月的病假中扣除，不然的话，自己实际
就只休了22天病假，于是打电话询问公
司人力资源部，然而公司的回复令其失
望。那么，所遇节假日究竟该不该从病
假中扣除呢？

释疑

病假不同于医疗期。医疗期是指企业
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
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企业职工患
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根据职工参
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的不同，
对职工享受的医疗期作了具体规定，例如，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
年限5年以下的，医疗期为3个月。

关于计算医疗期的起止时间等问题，
原劳动部印发的《关于贯彻〈企业职工患
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进
行了以下界定：1.医疗期计算应从病休第
一天开始，累计计算。2.病休期间，公休、
假日和法定节日包括在内。

本案中，魏某病休1个月，属于医疗
期，其间所遇到的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并
不能从1个月病假中剔除。

休过年假后又请长病假，并非
一律不享受次年年假

2023年7月，公司安排职工曹某休5
天年假。2023年9月，曹某因患重病请了2个多月病
假。至2024年1月，曹某工作年限已满10年。2024
年4月，曹某向公司申请休本年度的10天年假，结果公
司以其2023年度休过年假后又休了2个多月病假为
由，未予批准。那么，公司的理由能够成立吗？

释疑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一)职工依法享
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二)职工请
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
以上的；(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
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可见，职工长时间病
事假会影响其享受年假。

但是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0
天。本案中，曹某至2024年1月工作年限已满10年，
其2024年度的年休假应为10天。按照上述规定，公
司只能扣减曹某2023年已休的5天年休假，而无权把
其10天的年休假一抹干净。

试用期内休病假，企业可以顺延试用期

秦某与某公司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试
用期为6个月。在试用期已满4个月时，秦某生病住
院，请病假1个月。秦某出院到岗后，公司告知其试
用期要顺延1个月。那么，公司这种顺延试用期的做
法是否违法呢？

释疑

对双方约定的试用期可否因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而予以中止或顺延，法律目前尚无规定，但主流观点
是支持的，因为这符合立法本意。

试用期制度的设置既是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
合理利用，也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就业选择权的充分实
现。对于劳动合同双方而言，劳动者的实际工作能力
是否如其应聘时所言，是否符合岗位要求，用人单位
的工作条件、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等是否如其招聘时
的承诺，都需要在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加以考
察。试想，一个员工如果入职后即请长病假或由于其
他原因长时间未到岗，在约定的试用期满后再上班，
如此时认为双方试用期已满，不得对其再行考察，甚
至明显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也只能被迫接受，显
然违背了法律设置试用期制度的初衷。因此，应当允
许用人单位中止试用期计算，允许顺延试用期。

本案中，公司决定对试用期顺延1个月，既合理
也不违法。

工资卡上交就等于自愿赠与全部财产？
■ 雷春波 郑芷茹

将工资卡上交，基本上就等同于将工资的
控制权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在法律
上就是全额赠与给对方了吗？

对此，我们需要分不同阶段来讨论，在恋爱
期间和在婚姻期间，上交工资卡会有不同的法
律意义。

如果双方是在恋爱期间

现实生活中，情侣在恋爱期间甜甜蜜蜜，男
方愿意把工资卡交给女方。如果最后两人分手
了，男方很有可能会让女方归还所有工资。那
么，工资到底要不要还呢？

一般认为，在恋爱期间，将工资给另一方的

行为，在法律上宜定性为“保管”。在恋爱期间，
经双方同意，可以进行开销。剩下的部分，仍归
所有者。

除工资之外，恋爱期间还会有一些其他金
钱来往，比如来自另一方的大额红包和转账，是
否需要返还呢？

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分情况。如果是以结
婚为目的进行的赠与，那就是彩礼，当结婚这一
条件未能达成时，应当返还。此外，对于节日、
生日等带有特殊意义的转账，是为了表达心意
的一种赠与，无需返还。

如果双方是在婚姻存续期间

如果结婚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发生了重
大变更。根据法律规定，婚后双方的收入在没

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因为收入本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工资转移

这一行为更像是左兜揣到右兜。在谁掌管之
下，就由谁来负责保管和开销，并不会从本质上
改变工资的夫妻共有性质。

在扣除日常花销和用于家庭生活的部分
后，剩下的部分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若有一天
婚姻破裂，就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夫妻双方是平等互助、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的。对于处于婚姻之中的两个人来说，对他们
身份的最佳界定是队友，任何一方作为一个完
整的人，都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有些家庭在充分考虑后，也会安排一方挣
钱养家，一方照顾家庭，这也是两个人为了家庭
利益最大化做出的选择。

一问一答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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