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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白用”、培训“被贷款”……

“职场小白”需要躲避哪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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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应届毕业生们开始迈

入职场成为一名“社会人”，但刚刚

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们却很容易落入

职场“隐形陷阱”。从试用期“白用”，

到培训课“被套路”，“职场小白”们

需要躲避的“坑”并不少。

试用期变“白用期”

刘洋是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

生，经过一番“海投”终于找到了工

作，并和公司商议试用期 3 个月。

“疫情期间工作不好找，公司说试用

期没工资，我想着熬一熬就过去了，

于是便答应了。”但让他无法接受的

是，试用期结束公司却拒绝给他转

正，也不支付任何工资。刘洋不愿再

耗下去，选择了离职。

“之前的工资很难要回来，就当

长个教训吧。”刘洋说。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王忠琦律师表示，试用期“白用”

是初入社会的毕业生们最常遇到的

情况。但实际上法律明确规定，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

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否

则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他提示。

王忠琦说，在试用期内，用人单

位可以以“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但应有充分依据。如存在随意

解除合同之嫌，法院在审理时会要

求用人单位对“不符合录用条件”承

担举证责任。若不能举证，不排除为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试用期也

有时间期限。”王忠琦介绍，劳动合

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

年以上不满 3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

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

过6个月。而且，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职场“隐形陷阱”花
样多

经调研发现，职场还有花样繁

多的“陷阱”，甚至披上“隐形外衣”，

专“坑”职场新人。

安徽的应届毕业生小张说，他

怀疑自己在不久前遭遇了“培训

贷”。小张说，自己大学毕业后通过

网络招聘平台应聘了一家通信工程

公司，公司说为储备所需人才，会安

排小张进行相关业务实训，但培训

费要小张支付，公司再以补偿的形

式分两年补给小张。为了顺利拿到

录用通知，小张与公司签订了一份

《就业保障及实训合同》。

小张回忆，当时刚毕业没钱交

培训费，公司就推荐小张贷款，并通

过公司与贷款机构签约。“这笔钱由

贷款机构直接打进公司账户，我要

负责分 24 期偿还本息共 1万余元。

我当时考虑，公司会以补偿的形式

把这笔钱还我，还承诺试用期有

2500到 3500元的工资，每月几百元

的贷款本息也在我的偿还能力之

内，所以就同意了。”小张说。

随后小张被公司派到外地工

作，其间公司经理以微信转账的形

式给小张转了培训补助 1300元，但

一直未发放约定的工资。“询问后，

经理却说之前的 1300元就是工资，

至于培训补偿对方则提都不提。”

该拿的钱没拿到还背上了上万

元的贷款，小张很憋屈，“但我没有

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纠缠这个事，

只能认栽。”

除了“培训贷”外，据调研发现

各类“职场歧视”也是招聘过程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笔者在知乎等平台

搜索发现很多关于“职场歧视”的吐

槽，其中包括性别歧视、身体缺陷歧

视、地域歧视、学历歧视等。

今年5月，一名女大学生就因招

聘中的“性别歧视”将公司起诉至法

院，最终获得公司赔偿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2000元。

有受访法官表示，法律明确规

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

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但

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常直接以歧视

性的事由对劳动者歧视对待，甚至

还有通过隐性的差别化方式歧视劳

动者。”

毕业生劳动权益保
障需加力

专家表示，近年来职场陷阱种

类繁多，并不断更新。的确有一些公

司利用毕业生急切找工作的单纯心

理，为其“量身打造”骗局。

王忠琦介绍，“培训贷”就是以

高薪为诱饵吸引毕业生，在刚入职

员工“培训费”上做手脚。一些“被贷

款”的毕业生甚至会按公司指示，以

劳动者个人名义向借贷软件进行贷

款，如没有如期还款，还会接到贷款

公司的催收电话，也曾出现过贷款

公司恐吓、威胁贷款人及其亲属的

情况。

多位专家、高校就业指导老师

表示，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

少毕业生通过网上招聘、网上签约

等方式获得工作，更要保持警惕，了

解清楚公司背景，保障自己的权益。

工资条、考勤表、视频、语言、文字、

图片等，都应作为证据保留好。

多位专家也坦言，目前毕业生

劳动权益保障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方面毕业生法律意识欠缺，很少

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处

罚力度不强、违法成本太低、诉讼成

本较高等，也造成毕业生很难通过

法律渠道解决劳动争议纠纷。“一个

劳动争议案件，拖个一年半载很正

常，毕业生们耗不起。有时一个案件

的赔偿金额只有几千元，如果学生

在外地，往返的交通费都不够，而对

企业来说顶多就是‘把该给你的钱

给你而已’。”

王忠琦等认为，高校应增加劳

动法规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教

学内容，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劳动和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知识。此外，人才

劳务市场以及网络招聘平台等组织

机构也应在招聘时增设相关法律知

识的宣传，强化应聘者的维权理念。

（新华社 白佳丽 尹思源）

近日，贵州省余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到松烟镇新台村官田村民组以“坝坝会”的形式为村民群众展示了“一老一小”安全守护行动工

作。民警讲述了近期发生在身边的典型事故案例，让老人与小孩认识到无证驾驶，酒后驾车和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

乘车辆不系安全带、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教育和引导“一老一小”自觉抵制交通陋习，文明出行。 罗胜谟 摄

“这个小潘真可

怜，不到 4岁时妈妈

就离家出走再也没

回 来 ，现 在 爸 爸 不

在 了 ，她 正 在 读 高

中，学费、生活费到

哪儿找着落？”不久

前 ，家 住 江 苏 省 东

台市时堰镇倪莫村

四组的潘红根因患

肠 癌 医 治 无 效 ，撇

下了 17 岁的女儿小

潘。不少乡亲担忧，

小潘将来的路要怎

么走？

倪莫村党总支、

村委会了解情况后

决定：小潘虽然失去

了亲人，但倪莫村的

人都是她的亲人，大

家不能不管，必须让

小潘完成学业。在市

驻村党建工作指导

员的具体指导下，村

“两委”会决定结合

正在评选的“文明和

谐家庭”“最美村民”活动，在全村开展

倡议捐资助学活动为小潘献上爱心。

倡议书发出后受到了村民们的

热切响应。今年上半年，被评为倪莫

村“最美村民”的卡车驾驶员王世彬

刚出差回来听说此事，立即找到村干

部捐款 200元，他也是全村第一个捐

款的人。王世彬说：“小潘的遭遇我十

分同情，希望大家献出爱心，让她安

心完成学业。”市驻村党建工作指导

员、时堰镇分工倪莫村的镇分工领

导、分工干部以及倪莫村“两委”会成

员纷纷带头捐款，时堰镇经贸中心负

责扶贫工作的任瑶听说此事，捐出

200 元，退休干部潘志存托人从东台

台城送来 200元，时堰水务站工程师

潘志辉也捐出200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离开倪莫村

二十多年，现定居江苏昆山的汪久

梅从微信群里了解了此事后，深有

感触地说：“小潘是我们倪莫村人，

现在她上学、生活有困难，大家有

义务帮助她。”随即汇来 200 元，并

联系了在昆山的堂兄妹一同捐款。

在北京打工的潘忠华和儿子潘志

斌一起捐出 1200 元，还让村干部

不要特意宣传。今年 83 岁的后港

卫生院退休老同志袁坚桂家住倪

莫村，捐款后表示愿意与小潘结对

帮扶，每年捐款。在倪莫村境内从

事铁塔架设施工工作的四川妹子

张丹在闲谈中得知此事后毫不犹

豫地捐款，她说：“钱虽不多，但想

表达心意。”东台奥太仪表厂负责

人汪春勇捐款 1000 元，江苏金开

泰不锈钢制品厂负责人许斌捐出

2000 元。在此次捐款中，父子、母

女、姐妹一同献爱心的还有很多。

短短一周的时间，村内外共有 120

位爱心人士捐款 23340 元。

“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提升了

村民的思想道德素养，关心他人、帮

助困难群体在倪莫村已蔚然成风，这

次大家为女孩踊跃捐款献爱心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倪莫村党总支书

记李国强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计划

设立助学基金会，动员更多的人奉献

爱心，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突遇家庭

变故而中途辍学。”

不 久 前 ，天 津 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未成年人通

过网络直播平台进行

高额打赏引发的合同

纠纷案件。经过多番

沟通协调，当事双方

达成庭外和解，原告

老刘申请撤回起诉，

直 播 公 司 返 还 了 近

160 万元。

近 年 来 ，我 国 网

络支付技术和网络娱

乐服务业发展迅猛，

未成年人投入巨款充

值玩网络游戏、给主

播“打赏”等现象屡见

不鲜。对此，今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

意见（二）》给予明确

规定：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

同意，参与网络付费

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

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

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

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根据国家网信办要求，从去

年 3 月起至今，已有 53 家网络直

播 和 视 频 平 台 上 线“ 青 少 年 模

式”。然而，汇总各方信息看，尽管

不少平台设置了“青少年模式”，

在此模式下无法进行打赏，观看

时间也受到限制，但只要输入密

码，“青少年模式”即可轻松解除。

限 制 未 成 年 人 模 式 流 于 形

式，说明平台对此负有的主体责

任并没有落实到位。尽管根据实

名制设置游戏防沉迷等，已是业

界常识，但有些实名制验证方式

形同虚设。可见，当前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确实存在比较大的立法空

白，涉及属地和责任归属等问题

本身，就很容易产生灰色地带。

如果有了刚性的法律规定，

对 平 台 来 说 就 有 了 更 强 的 约 束

性，对违法企业也将有明确的处

罚 措 施 。总 之 ，未 成 年 人 网 络 保

护，立法修法当提速，让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走上法治轨道，才能使

效果更加彰显。

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高发水域同步
巡查执法行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记者

熊丰 朱国亮）由公安部、农业农村部

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

动工作专班部署开展的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高发水域同步巡查执法行动

10日正式启动。

按照统一部署，首轮巡查执法行

动为期 15 天，由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高发水域相关省市公安机关、渔业主

管部门以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的水上执法力量同步组织开展。公安

机关等部门执法船艇将加大对重点

水域的执法频度，扩大执法覆盖面，

有效遏制非法捕捞多发高发态势，切

实维护长江流域禁捕秩序。8月 10日

上午，共出动公安、渔政等执法力量

6100 余人次，执法船艇 497 艘次，现

场查处非法捕捞违法活动 43 起，收

缴渔具340套、渔获物700余公斤。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打击长江

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深入开

展，切实提升执法效果，压缩非法捕

捞违法犯罪空间，公安部在对前期侦

办案件深入分析和对有关地域明察

暗访基础上，会同农业农村部研究确

定了长江流域 40余处非法捕捞高发

水域，部署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首轮同

步巡查执法行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

关将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紧盯

非法捕捞高发水域，深入推进联合巡

查执法行动，坚决遏制长江流域非法

捕捞犯罪活动，确保长江流域禁捕工

作取得扎实成效。

河北立法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

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是生活

垃圾管理方面直接、明确以“分类

管理”为名称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条例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条例》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同时，鼓

励家庭设置专用容器（袋）分类收

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实现家

庭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生活垃圾

收集、运输应当配备专用车辆和

人员，运输过程中不得随意倾倒、

丢弃、遗撒生活垃圾，不得将已分

类的生活垃圾混装混运。

（《人民日报》史自强）

他出身农家，考上初中后却因

贫辍学；他从小目睹亲人就医之

难，立志学医，潜心钻研，1985 年

创办了全省第一家私立医院——

万清医院；他秉承诚信经营、利民

惠民的原则，医院做到价格最优、

服务最好、先看病后付钱，深受百

姓信赖和赞誉。他医术精湛、医德

高尚，1993 年被评为全国模范乡

村医生，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表

彰大会并发言；2006 年获得“四

川省农村卫生突出贡献奖”；2010

年 被 评 为“ 全 国 100 名 优 秀 院

长”；2012 年被评为第二届“感动

资阳”人物；2016 年被评为第三

届四川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他

就是四川省乐至县中天镇万清医

院院长——陈万清。

弃农学医逆境之中立下
新志向

1945 年，陈万清出生于乐至县

中天镇大楼湾村。14 岁考入初中，

却因家庭贫困而停学，回家务农。

19 岁那年，陈万清的三弟身患重

病，他和家人多次到场镇上恳请医

生出诊，却因路途崎岖偏远、家境贫

困等多种原因，没过多久，三弟因病

离开人世。回忆起当初的情景，陈万

清仍然难掩激动和伤感，“从那个时

候起，我就立下志愿，一定要学医，

不让其他人和我一样因为病痛和亲

人生死相隔。”

学医的道路一开始并不顺利。

陈万清先后找了三位医生拜师，对

方都因他文化基础低等原因，拒绝

收他为徒。拜师无门，陈万清并没有

放弃，他决心自学。他一点一点攒

钱，买回了《赤脚医生手册》，欣喜不

已地一头扎进医学知识的海洋。

陈万清坚定的学医行为感动了

中天镇老中医左钟名和袁清和，袁

清和更是主动收其为徒。从此，陈万

清开始了正规传统跟师学医的艰苦

历程。为学好针炙，他在自己身上扎

下了上千针眼；为学好拔罐，他在自

己身上烙出了无数个烙疤……功夫

不负有心人，1966 年，陈万清终于

学成出师，出任生产队卫生员，开始

了行医生涯。

创办全省首家私立医院

1979 年，从医 13 年的陈万清，

以高超的医技、平易近人的服务态

度，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爱戴和尊重，

被村民们一致推荐为大队合作医疗

站的职业医生。

“那个时候，每天有 50 多人来

就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条件差，抱

一捆谷草丢在地上就是“病床”；搬

来马架椅放在屋檐下，便是输液床；

黄荆条条插进墙缝中，便是输液

架。”回忆往事，75岁的陈万清感慨

万千，“当时就想，要是有一座宽敞

明亮的地方行医，那样就能为更多

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了。”

1985年，借着改革的春风，陈万

清承包了大队合作医疗站，并拿出

多年积蓄，创办了万清医院。在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占地面积0.27公顷，

建筑面积 2897 平方米的万清医院

在中天镇大楼湾村拔地而起。

悉心授徒扶贫济弱惠
乡亲

“在农村办医院就是为广大农

村人民防病治病，是为缺医少药的

农村人民造福。”万清医院建成后，

陈万清面向社会广招贤才，重金招

聘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以硬实力、真

本事打造健康卫士队伍，为乡亲们

筑牢了健康保护网。

“在万清老师那里看病，没得钱

他也全心医治，他真的是我们农民

的好医生。”36 岁的张和平说。当

年，他在采摘柏树种子时突然腹痛，

身无分文的他找到陈万清请求救

治，留下衣服暂且当药钱。陈万清边

为他诊治边宽慰：“没钱就算了，当

什么衣服，没得钱也要救命。”“治病

救人是我的职责，给患者带去希望，

送去康复的喜讯，让更多的家庭幸

福和谐是我人生的追求！”陈万清说

出他的人生信条。

鉴于自身求学时的不易，陈万

清成名后还致力于帮助农村培养更

多的从医人才。来自资阳市雁江区

宝台镇的肖世江父亲病故，家庭困

难，高中毕业后便慕名前来拜师求

学。陈万清没收取任何费用，悉心教

导、倾囊相授，还送他去学习深造，

最终帮助他考取了从医资格证。“陈

老师是我最敬重的老师，更是我敬

爱的亲人，我一定像他一样去救治

更多的患者！”提到陈万清，肖世江

就特别动情。陈万清先后带出30多

名像肖世江这样的徒弟，他们都秉

承师傅的医德广播爱心。

70余年的人生既漫长又短暂，

陈万清把对帅乡人民的热爱，化为

对医疗事业的追求。在平凡的工作

中，他始终如一、恪尽职守、全心全

意为患者服务。

悬壶济世传美名扶贫济弱惠乡亲
——田坎上走来的全国模范乡村医生陈万清

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