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记者 王艳琦

赵女士经营着一家文化传媒
公司，近日就因为员工打卡作假
的事，赵女士有些困扰。

如今，上下班打卡成了用人
单位广泛使用的一种考勤方式，
很多用人单位还将其作为一项工
作制度列入严重违纪管理的范
畴。为了规范公司的规章制度，
赵女士特意将一些明确禁止的行
为列入了其中，这当中就包含了
考勤制度，员工每天需在打卡机
上刷卡以证明自己当天准时到达
公司。

但前些日子，赵女士在员工
上交的考勤表中发现了“漏洞”。
当天自己准时打卡上班，发现两
名员工有迟到现象。“本来想着谁
都可能有突发情况导致迟到现象
的发生，也很正常，只要他们提前
说一下就可以了，但在他们上交
的考勤表却显示准时打卡。”对于
这样的情况，赵女士有些疑惑。

为此，赵女士特意找出员工
的考勤记录，又通过监控发现这
两名员工多次出现这种情况，都
是由别人代为打卡。在赵女士眼
中，发生这种情况是一件很严肃
的事情，她想借着这次考勤作假
事情整顿一下公司的不良风气。

日前，赵女士找到本报“法律

帮帮团”栏目向律师求助，咨询如
果公司以员工考勤作假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律师解读：
浙江南林律师事务所
唐欢律师

对于赵女士的咨询，《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在劳动
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与
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

但在诸多劳动争议案件中，
经常存在用人单位因其规章制度
本身存在问题、证据不足、解除程
序违法、未达到严重程度等原因，
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判
决其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因
此，用人单位在以劳动者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人单位需制定合法、
有效、具体的规章制度，并予以依
法公开公示。同时，在确认员工
有违反制度的行为的事实，用人
单位在对员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
决定前，应当进行充分调查取证，
与员工进行必要的沟通，并对相关
过程及结果予以记录。如员工确
实存在违反相关规章制度的行为，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经员工和领导

共同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以及合
法有效的录音录像等证据证明。

其次，员工的违纪行为需要
严重到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程
度。对于如何定义“员工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目前没
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对此，用人单
位在规章制度应当对何为“严重
情形”具有明确量化的规定，为其
解除劳动合同提供相应的制度依
据，否则，对于“员工严重违反规
章制度的情形”的认定将会变得
十分困难。

最后，解除程序应符合法定
程序。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事先将理由
通知工会，并向劳动者发送书面
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将
解除理由根据实际情况表述清
楚。用人单位如能做到以上四
点，就不会轻易被认定为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当然，对于劳动争
议纠纷，用人单位最好采取预防
在前，协商在先的方式处理，尽量
避免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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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遇到过“未经同意就直播”吗
法官：属侵权行为，可起诉
H记者 陆晓芬

本报讯 “女子剪发被4部手
机对着直播”的消息，近日引发了
广泛关注。据消息，湖北武汉市
民周女士反映，自己剪发时，理发
师竟同时用4部手机直播，她要求
停止直播却遭到拒绝。

连日来，记者随机探访了市
内多家理发店，发现均存在通过
直播或短视频平台推广的情况。

一家理发店的工作人员称，他们
店有负责拍摄短视频的理发师，
专门拍摄理发效果好的顾客，再
发到社交媒体上吸引新顾客。“不
过，不管是拍还是发，我们都会提
前征得顾客的同意。”他说。

记者采访了几名在店理发的
顾客，大家对直播理发持不同意见，
有的认为没关系，有的则表示坚决
反对，但理发店都是提前告知，没遇
到过“未经同意就直播”的情况。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项炯表
示，《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
权、隐私权，肖像权包括公民有权拥
有自己的肖像。简单来说就是，肖
像权人既可以对自己的肖像权利进
行自由处分，又有权禁止他人在未
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专
有的肖像。理发店进行直播的终极
目的还是为了盈利，因此在未经顾
客同意的前提下直播顾客的理发
过程应该属于侵犯顾客肖像权。

项炯提醒，如果市民遇到类
似情况，不经允许进行直播过程
的行为，这是侵犯了隐私权和肖
像权。你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拍
摄并赔礼道歉。如对方拒不配
合，你可以保留直播视频内容和
消费记录，到消费者协会投诉或
向法院起诉。根据具体侵权情
况，侵权人应承担消除影响、恢复
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或被
予以罚款、拘留等处罚。

肖像权人既可以
对自己的肖像权利进
行自由处分，又有权
禁止他人在未经其同
意的情况下，擅自使
用其专有的肖像。

H记者 俞黎新

本报讯 朋友圈伪造“警察”
身份获取网友信任，继而实施诈
骗，骗取钱财，这样的行为会有什
么后果？

近日，安吉一司机朱某（化
名）来到安吉县公安局灵峰派出
所，他想求证“警察”李某的身份
真伪。据朱某回忆，李某是他们滴
滴司机群里的一位司机，自称是灵
峰派出所的“警察”。8月13日，李
某在群内发布一条“孩子生病住
院，自己忘带工资卡”的信息，向群
内5名司机借钱，共计4000元。

第二天，李某又称孩子病情加
重，急需8万元治疗费，又继续向

群内车主借钱。朱某察觉到异常，
故而想到派出所求证。让朱某惊
讶的是，派出所调查后发现，这位

“警察”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原来，7 月中旬，李某在网上

看到“安吉景区特惠门票出售”的
信息后，看到了“财路”便心生歹
念。他虚构妻子是政府单位工作
人员，手上有一批“安吉旅游一卡
通”，想要低价出售，把信息发至
各小区业主群内，称凭借此卡可
以畅游安吉各大景区。

为了不被怀疑，李某从网上
购买一整套假警服，平时经常在
朋友圈内发布一些警服照片，转
发一些公安反诈宣传等信息，为
的就是伪造警察的身份，获取大

家的信任。
李某披上“警察”的外衣，群内

很多业主纷纷表示想要购买此
卡。一开始，购买门票的业主想要
去景点，李某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便自费购买门票供业主游玩。但
后来，因为购买的业主越来越多，
李某的经济实力不足，便以快递物
流延误等理由延迟交付时间。业
主们觉得蹊跷随即报警。接到报
警后，安吉警方已将李某抓获。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法律链接

《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
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
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

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
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
卖。如果私人从网上购买警务用
品，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由公安机
关处1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冒充警察构成招摇撞骗罪，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冒充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
招摇撞骗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
或500元以下罚款。

群众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
致电 110 询问对方的警官号、姓
名、具体部门进行查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