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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ouncil为协同共享企业服务旗下服务品牌。

• 秉承“专业分享、价值创造”的企业使命，致力于成为国内最大的汇聚知名跨国

企业及本土大型企业法务人员的会员制服务机构。

• L-Council基于十年的发展经验，旨在提供最佳实战经验分享及法律信息增值

服务，在中国已有超过1000家会员企业，30,000多位企业法务同行使用和体

验L-Council的超值分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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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中国区建立了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并设立了大成劳动与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专业的劳动法律师遍布全国主要的商

业城市（含境内所有省会城市）。我们在处理跨区域业务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充分利用大成广泛分布的特征，与其他城市

办公室的同事团队协作，将专业能力和地方性优势有机结合，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我们全方位提供劳动法

方面的专业的、全局性且具有商业价值的服务，内容包括：

• 1） 非诉/日常咨询：解答劳动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问题；为企业人事合规提供日常咨询意见，为跨国公司《反海外腐败法》

合规问题提供建议；起草、审查劳动合同、派遣协议、员工手册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员工举报、申诉处理；员工违纪

处理、合规调查；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签订，工会协商；管理层员工的劳动合同、薪酬管理、解雇；员工福利与股权激励

制度，薪酬结构制度设计，股票期权等；竞业禁止和商业秘密。

• 2） 公司交易活动：协助解决公司并购、外包、搬迁、关停、重组、改制中涉及的劳动法律问题，包括大型裁员项目和群

体性争议事件解决等。

• 3） 劳动争议解决：代表公司参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活动，争议内容包括解雇合法性、工资薪金、福利待遇、休

息休假、商业秘密保护和竞业限制协议履行等；参与解决大型群体性争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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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ons中国区劳动与雇佣领域入选《亚洲法律概况（Asialaw Profiles）》
“2018年度中国律所榜单”“2019年度亚太地区排名”“2020年度中国律所榜
单”推荐领域

2017年至2019年，Dentons中国区雇佣与劳动领域入选权威法律调研机构The
Legal 500亚太地区调研排名榜单

2015年至2019年，Dentons中国区连续五年被知名法律评级机构Asian Legal
Business （《亚洲法律杂志》）提名“年度劳动与就业律师事务所”大奖

2016年至2019年，Dentons中国区雇佣与劳动领域连续入选LEGALBAND “中
国顶级律所排行榜”，获得重点推荐

2019年9月，Dentons中国区荣获《中国法律商务》（China Law & Practice）
年度最佳劳动法律师事务所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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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新 金丽颖 林琳 彭聪 于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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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法同学会》主理人

• 大成中国区劳动与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 大成深圳办公室公司与商业事务部副主任、劳动与人力资源专业组负责人

• 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基地法律专家

• 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委员

• “一体两翼”领导力模型创始人

• 《深圳企业适用劳动法常用数据指引》版权所有人

• 国级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企业法律风险管控师

• 香港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



• 《25件应对疫情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实用文本》（大成劳专委）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企业HR管理解析》（大成劳专委）

• 《企业应对疫情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之《全国适用》《广东适用》《深圳

适用》文件夹（曾凡新团队）

• 《应对疫情法律问答与特别提示》（曾凡新团队）

• 《疫情防控期间广东省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相关问题的提示与分析》讲义（曾凡新

团队）

13



•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 法务或HR怎么办？

• 国务院及各部委、当地省市人社部门等官方权威意见

• 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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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式依据

• 不违反现行政策法规

• 公平合理

• 高瞻远瞩

• 从新兼从优原则

• 特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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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17



• 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1月31日-2月2日。

• 其中，1月31日-2月1日为工作日，2月2日为休息日。

• 广东省延迟复工期间：2月3日-2月9日。

• 其中，2月3日-2月7日为工作日，2月8日-2月9日为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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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日

• 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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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

• 广东全省各级各类学校2月底前不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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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3日至9日未复工期间，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妥

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

电[2020]5号）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规

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 符合规定不受延迟复工限制的企业，在此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依法支付

劳动者工资。其中，企业在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

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工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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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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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明确，属于前文规定的五类企业，需要在2月9日24时前复工的，应

当向所在地县（市、区）级疫情防控指挥部申请报备。

• 《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实施企业复产复工报备制度的通告》

（2020年2月3日）

• 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突出落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引导全市企业有

序开展复产复工，经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对2月9日后复产复工企

业实施报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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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控机制到位

• 员工排查到位

• 设施物资到位

• 内部管理到位

• 在开工前须至少提前5日（自然日）向所在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提交复产复

工备案表、疫情防控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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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事件应对法

• 安全生产法

• 传染病防治法

• 劳动法

• 治安管理处罚法

•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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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职工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 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家上班完成工作任务

• 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

• 参照停工停产的工资待遇支付

• 按停工停产支付相应工资

• 协商确定待岗期间工资待遇

• 协商调整岗位、调整薪酬

• 事假

• 先休息年度内休息日补班

• 确需裁员的企业，要制定裁员方案，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妥善处理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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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岗合法性判断四项原则：

• 第一，基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或因劳动者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等因素

• 第二，调岗前后工资待遇应当持平

• 第三，调岗后是否增大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本

• 第四，不得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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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外包、公司与合作单位间项目合作，依据民法、合同法

• 公司与其员工，依据劳动法管理

• 常年法律顾问团队派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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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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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延长假期，不安排补休付加班工资

• 年休假

• 参照停工、停产期间工资协商

• 隔离期内正常工资

• 结束后医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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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办公

• 产线工人不能安排居家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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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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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因故不能在约定的工资支付日支付工资的，可以延长五

日；因生产经营困难，需延长五日以上的，应当征得本单位工会或者员工本人书

面同意，但是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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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广东人大，2016年9月29日施行）

• 第三十九条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

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

•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

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

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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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轻社会保险负担

• 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 发放援企稳岗补贴

• 深圳：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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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府法律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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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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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 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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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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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歧视

• 平等就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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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 劳动合同到期顺延

•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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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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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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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制定

财政补助政策并安排资金，实施综合保障，中央财政视情给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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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突发事件提取范围

•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大病提取住房公积金范围，患者可提取本人住房

公积金用于医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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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府法律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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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责任人和健康联络人

• 隔离场所

• 必需要的防控物资

• 增加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 不得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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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观察

• 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和要求

• 配合政府、企业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 不编造、不传播虚假疫情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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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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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企业为落实政府部门的要求，可以向职工收集与疫情防控相

关的信息，包括姓名、地址、邮件地址、位置信息、行踪轨迹、健康信息、出行

计划、与特定人员接触情况、与野生动物接触情况等。企业在收集、处理、共享

或者披露上述信息过程中应当遵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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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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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有法律依据，或不违反政策法规规定

• 根据实际情况，可借鉴参考文本修改使用

• 文本参考及撰写务必留意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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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劳动与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结合当前政策与实务处理经验，集合11个办

公室的劳动法专业律师，在3天时间内共同编制完成了《25件应对疫情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实

用文本》，其中涵盖告全体员工书、假期去向统计表、灵活办公通知书、待岗通知书、停产

停工通知书、劳动合同中止协议、工作场所疫情防控措施方案等25套文书模板，以期为企业

应对肺炎疫情下的劳动用工关系提供帮助，企业可在模板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细化。

• 该套实用文本，依据客户的需求及反馈，还在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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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告全体员工书
2. XX公司关于在当前疫情下做好返工信息统计的通知
3. XX公司员工近期去向统计表
4. XX公司员工春节节后请假情况登记表
5. XX公司员工灵活办公意向登记表
6. 关于调整春节假期复工时间的通知
7. 在家远程办公通知书
8. 在家远程办公确认书
9. 在家远程办公协议书
10. 年休假安排通知书
11. 年休假安排确认书
12. 待岗通知书
13. XX公司工作场所疫情防控措施方案
14. 关于疫区返程员工先居家隔离后复工的建议书
15. 非疫区返程员工自我隔离申请书
16. 企业返岗员工体温监测统计表
17. 企业返岗员工身体状况监测统计表
18. 建议出现疑似症状员工接受医学诊查告知书
19. 员工未按时到岗情况询问表
20. 关于疫区返程员工居家隔离后的复工通知书
21. 隔离措施或其他紧急措施确认书
22. 员工看护未成年子女申请暨承诺函
23. 关于在疫情防控影响下公司停工、停产的通知
24. 入职时间延后通知书
25. 劳动合同期限顺延通知书

26. 试用期中止协议书
27. 劳动合同中止协议
28.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29.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编写委员会
主编：黄华（成都）
编委：付勇（北京）、曾凡新（深圳）、王义（南宁）、唐恒敏（南宁）
、苗静（杭州）、刘晓娜（沈阳）、郭丽（长春）、邓红梅（苏州）、崔
林刚（石家庄）、江畅（海口）、余坤（昆明）

正在持续更新……





•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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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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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时效中止

• 与仲裁员、法官、书记员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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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节延长假期、复工延迟期间和工资支付相关问题

• 2.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工作安排相关问题

• 3. 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提供劳动职工的工资支付标准问题

• 4.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 5. 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伤认定问题

• 6.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相关问题

• 7. 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保障问题

• 8. 疫情防控的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及劳动者义务问题

• 9. 疫情防控相关的员工个人信息收集问题

• 10. 疫情防控相关的劳动用人管理文本撰写问题

• 11. 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相关文件汇总问题

• 1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程序相关问题

• 13. “SARS”期间相关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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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第6条规定：“自公告之日起，一律不接受住宿员工之临时外宿申请，同时，

舍监每天进行所有寝室的住宿情况检查（含干部宿舍单身），凡发现擅自外宿者，

一律予以开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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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该认定为工伤，

并依法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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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是河南省某县小学在职教师。2003年3月10日，王某请假去广州接自己的孩子，

途中因生病被当成“非典”病例，阻隔在广州，无法回校上课，疫情平息后，王某回

到学校，被学校按误课15天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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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力资源

合规优化更高效



曾凡新律师

微信二维码

实名加好友

劳动法同学会

喜马拉雅FM音频专辑

让人力资源合规优化更高效

劳动法同学会

微信公众号

解决问题，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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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曾凡新团队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

创新中心A座3层、4层

联系项目组

姓名 电邮 手机

曾凡新 Fanxin.zeng@dentons.cn 138 0255 1149

金丽颖 Liying.jin@dentons.cn 189 0285 4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