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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公共

本报3月28日讯 法律援助需要支付

服务费吗？ 援助律师办案质量如何保证？

在今天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1

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湖南省法律援助

条例（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对法

律援助的范围和方式、 律师应尽的义务、

受援人可享受的权利等进行了规范。

法律援助不收任何费用

【案例】 不久前，海南省某县的残疾

人曾某，因经济困难没能力打官司，向有

关部门申请法律援助。 律师不仅收了他

500元的办案费， 还在委托代理协议书上

写明“官司打赢后按赔偿款20%收费”。

《修订草案》规定：法律援助人员为经

济困难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提供

无偿法律服务活动。也就是说，法律援助

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不向受

援人收取任何费用。

同时，公民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

律服务费用的，可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

助：因工伤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

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导致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的；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导致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的；因使用伪劣化肥、农药、

种子、农机具和其他伪劣产品导致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的；因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

全生产事故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残

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军人军属

不受上述规定事项的限制。

律师拒绝援助将被罚

【案例】 有记者曾到海南某律师事

务所暗访，以一弱智少女被强奸、公安局

不作为向公安局索赔为由，向一名律师咨

询有关法律援助的情况, 却被告知要缴纳

1000元办案经费。

《修订草案》规定：律师无正当理由拒

绝接受律师事务所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

派的法律援助案件， 或者接受指派后，懈

怠履行、 擅自停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的，

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1

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的处罚。

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向受

援人收取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

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停

止执业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的处罚。

律师事务所如有“无正当理由拒绝接

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

“接受指派后， 不按规定及时安排本所律

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或者拒绝为法律援

助案件的办理提供条件和便利” 的情况，

由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

整顿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依

法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

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根据本地

经济发展状况，逐步增加财政投入。法律

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

部门的监督。

收到援助申请5日内须审查

【案例】 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时，曾遭遇过“出具经

济困难证明难”、“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效率

不高”、“异地办案不便”等问题。

《修订草案》规定：公民申请法律援助

时，既可向有关义务机关所在地、义务人

住所地、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提出，也可向其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法

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

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援助的决定。

公民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

有关部门申请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有关

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经济状

况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证明；不出

具证明的， 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

由。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路标

因为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今后可求援

律师拒绝免费援助可罚10万

众老板吐苦水，劳动部门为员工撑腰

酒店“行规”属违法行为 老板扣发工资不得超过20%

本报3月28日讯 上班未干满一个月，饭

店就不发工资。日前，本报报道《受苦受累半

月 工资只算50元》引起各界关注，有多家企

业老板表示愿意接收李玉兰工作。

3月26日上午， 长沙十家餐饮行业负责

人代表就“行规”的缘由，向记者倒苦水。虽

然劳动部门明确表示“不发工资”存在违法

行为，但部分餐馆老板声称，这是对付员工

随意流动的无奈之举，将继续执行。

您对酒店业的“行规”怎么看，欢迎登录

华声在线，或拨本报热线0731-84326110参

与讨论。

热心老板愿接收辞职女工

“白白干了半个月不发工资， 还说50元

钱是爱心。”昨天，当记者来到营盘路一在建

工地的工棚时，临时寄宿在哥哥住所的李玉

兰一开口，委屈的泪水再次流下。

“洪胖子饭店的老板像是吃了秤砣铁了

心，就是不愿给钱。”李玉兰说，并非为了半

个月的工资伤心， 而是老板的冷漠很伤人。

“劳动局和街道办的人员都出面作调解，但

老板坚持要‘按行规办事’，不干满一个月，

一分钱也别想要。”

令李玉兰宽慰的是，27日下午， 一家常

德工厂的老板王先生给本报打来电话，说看

到辞职女工的报道后，非常同情李玉兰的遭

遇，表示愿意接纳她到工厂工作，绝对不会

拖欠一分钱工资。

“行规”有人主张有人反对

“李玉兰要辞工，这个我们能理解，但企

业也有企业的立场。”这几天，许多老总也在

为如何留住员工伤脑筋。 3月26日上午，长沙

十家餐饮行业负责人代表邀请记者展开对

话，解释“潜规则”缘由。

“说不干就不干， 企业的损失谁来偿？”

长沙某餐饮连锁店负责人刘某一开场便大

呼无辜，称酒店并不是不愿支付员工们的工

资，但是员工突然辞职，对企业的影响确实

很大。他觉得，未干满一个月不发工资的“行

规”， 其实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员工随意辞职

带来的损失。

员工来应聘时就说好了，请假要提前，辞

职至少提前半个月，以方便招人。“又不是菜

市场，说走就走。”部分酒店老总表示，员工

突然离职后， 重新招募员工需要一笔费用。

另外，服务也将受到影响，不可预见的损失

不小。“‘行规’ 是对付员工随意流动的无奈

之举，将继续执行。”对此，部分老总主张还

会继续执行，部分人则不赞成。

■记者 刘璋景

关于上班未干满一个月，企业是否应该发工资的话题，许多读者来电反映自

己的遭遇。

吴小姐向本报来电称，9月初，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天心区南湖路的一家酒店

从事传菜员工作，月工资1200元，每月还支付100元的交通补助。经过一周的试用

期，她正式成为该公司的一名员工。“一个月后，公司称为了防止员工不辞而别，

要押一个月的工资。”吴小姐说，老板称辞职不干后酒店就会补发第一个月的工

资，大部分酒店都这么干。

“我们饭店收了每人200元的工服押金， 老板说为了避免人员流动太快影响

生意，辞工要提前一个月就打招呼，而且等招来新人才走。” 望城的吴先生说。

记者在对市区部分餐饮行业的员工调查时了解到， 像上述遭遇的从业人员

很多，因为押金都是从工资里直接扣去的，也没什么证据，大多数人都只能自认

倒霉。收取押金，把员工的辛苦钱变个方式据为己有，似乎已成了这个行业不成

文的“潜规则”。

“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用工方面的投诉。”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说，酒店“行规”属于违法行为，企业如果以“违约辞职”为由对劳动者进行

处罚，劳动部门接到投诉后将展开调查。

《劳动合同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录用之日起15日内与劳动者依法订立

劳动合同，从李玉兰辞职事件看，饭店明显违法。此外，李玉兰每天工作14个小

时，显然超过了法定的每日工作时间。超时超强的工作，对劳动者本身的伤害是

巨大的，即使偶尔加班，劳动法都明确了“不得超过3小时”。

“中途辞职，拒绝发工资，明显是企业在违法操作。工资是劳动者唯一的生活

来源，任何人和单位，都没有权利剥夺劳动者的报酬。”该负责人表示，如果对劳

动者以“扣发工资”为处罚，劳动法有明文规定，扣发数额不得超过20%。

“行规”属违法 接到投诉将调查

更多网友揭露酒店“潜规则”

《受苦受累半月 工资只算50元》后续

■制图/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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