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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牛伟 徐柏军） 如今，在很多地方都
能看到方便清洗衣物的自动投币洗衣
机。近日，涉嫌盗窃投币箱500余元零
钱的嫌疑人张某被余姚警方刑事拘留。

上个月底，家住余姚阳明街道的袁先
生到阳明派出所报警，称自己两年前在小
区外设了一个自动投币洗衣机，专为外来
打工者服务。但是最近，他发现钱箱里的
硬币少了许多，怀疑是被人偷了。

据袁先生讲述，两台自动投币洗衣
机无人看管，投 5至 8元即可洗衣一
次。每隔两天，袁先生就去收一下钱箱
里的硬币。2月26日，他再次去取钱时
感到很不对劲，硬币明显比以前少多
了，可之前明明有不少人来洗衣服的。

民警了解案情后发现，前一天晚上
8点左右，一名年轻男子来到自动投币
洗衣机旁，趁四下无人之际，打开了洗
衣机的投币箱，从里面掏出一大把零

钱，然后就快速离开了。从整段视频来
看，该男子的行动显得十分熟练。

之后，民警又调阅了之前的监控记
录，发现从今年1月底开始，该男子先
后5次盗窃投币箱内的零钱。民警很
快在凤山街道永丰村一家汽车修理厂
内将其抓获。

经审讯，男子交代了盗窃零钱的犯
罪事实。男子姓张，今年23岁，安徽
人，目前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每天上
下班，张某都会经过袁先生的小区，看
到有不少人在那洗衣服。

据张某交待，做学徒没有收入，自
己又喜欢玩电脑游戏，平时父母给的零
花钱不够用，这才想到偷洗衣机里的零
钱用。第一次作案是在1月底，他带着
作案工具，趁人不注意弄开了小挂锁，
从里面拿了一些零钱，走之前还重新上
了锁。之后几次，张某发现没被人识
破，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拿个百余元。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
余 史梦诗） 在慈溪租个店面做起小
生意，无奈生意不好，租期又要到了，男
子竟想到隐瞒店面租期将至的事实，伪
造租房协议，把房屋转租给不知情的受
害人，之后带着骗来的房租、转让金出
逃6年。近日，慈溪法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江西男子秦某原本在慈溪城区租
了店面房做小本生意，2011年7月，在
店面租赁期不到十天就要到期时，他动
出了一个骗钱的歪脑筋。秦某伪造了
一份租房协议，把原本即将到期的租赁
期又往后延了半年，打算靠转租给别人
骗点钱。

几天后，林先生在秦某的店面前看
到了转租的小广告，按上面留的手机号
联系上秦某。房租很快就谈妥了，林先
生又付了押金，随后与秦某和“房东”签

订了房屋转租协议，付清了房租和转让
费共13000多元。

让令林先生没想到的是，过了几
天，他按约到店面去找秦某拿店面钥匙
时，发现店面竟然关门了，秦某的手机
也打不通。他向一旁的房产中介打听
之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就立刻报了
警。经警方调查，那个所谓的“房东”其
实是秦某找的其他人。

从那以后，秦某带着钱逃到了外
地，将近6年没再踏入浙江省。在此期
间，秦某虽然相继在其他地方和老家江
西都找过工作干，但负案在身的他整天
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实在熬不过去了就
到老家的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之后，秦某向受害人退赔了全部赃
款，取得了对方的谅解。最后，慈溪法
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处罚金4000元。

劳动合同可以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合同是他人代为签
名，从法律角度来说，合同就等同于无效。

2015年3月，吴某进入了宁海一家企业工作。之后，在一次作业中
不慎受伤。同年12月，吴某因工伤赔偿问题与企业发生纠纷，并将该企
业告上法院，要求企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在庭审的举证环节，该企业称，与吴某签订过劳动合同，并提供了一
份签有吴某名字的劳动合同。后经法院证实，这个签名并不是吴某本人
的。法院要求该企业，举证这份签名的真实性。

最终，该企业承认当年签订劳动合同时找过吴某，恰巧吴某不在车
间里。为了尽早履行用工手续，这份劳动合同就由车间主任代签了。至
于代签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确实没想那么多。

在法官看来，他人代签的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企业也无法举证
吴某是委托车间主任代签的劳动合同。法院最终判决，该企业支付吴某
二倍工资。

“二倍工资制度是倒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的。”承办法官表示，企业
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一定要由劳动者本人签名。如因特殊原因暂由其
他劳动者代签的，也要注意事后补齐授权委托书，或是找劳动者补签名
字。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签名手续，但发生合同纠纷时，企业就可以
不予赔偿“二倍工资”，而是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工伤赔偿就行了。

前天下午2点，杭州湾跨海大桥1405公里处一辆白色货车在行驶过
程中起火。在消防官兵的全力施救下，大火才被扑灭。据驾驶员刘师傅
讲，货车上装的都是木制的衣柜，估价有数十万元。目前，具体起火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沈策 摄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可依法索赔“二倍工资”
法院判决的这些合同纠纷案让你了解可以这样维权

什么是“二倍工资制度”？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它是劳动法中
具有惩罚性的一项规定，专门针对用人单位不规范签订劳动合同
的。近日，宁海法院就梳理了三起不同类型的合同纠纷案，让你
明白如果遇到类似劳动合同纠纷时，可以这样维权。

“二倍工资赔偿是劳动法中具有惩罚性的一项制度，主要针对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的王榕律师认为，这项
制度的出台，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的，就可以向法院主张这项权利。

王榕提醒用人单位，按照劳动法规定，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或是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记者 孔玲

律师解释

劳动合同到期后，如果没有续签，用人单位是否应该赔偿二倍工
资？2014年8月，陈某进入宁海某企业，从事操作工的工作。之后，双
方也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一年，从2014年8月至2015年
7月底。

一年时间过去了，劳动合同也到期了。因为陈某没有离职，还是继
续留在企业工作，双方便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到了2016年9月，因为该
企业没有为陈某缴纳社会保险。陈某以此为由上诉法院，要求解除双方
的劳动关系，还要求企业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并给予经济补偿金。

“合同到期之后没有续签的，用人单位就应当支付劳动者的二倍工
资。”承办法官认为，因为陈某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用人单位明
显违反了劳动法规定，陈某得到二倍工资的赔偿，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在一些用工过程中，也有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案例。2014年2
月，葛某进入宁海一家公司从事文员工作，每月工资2500元。但是，双
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人事部人员称，公司尊重葛某的个人意
愿，认为其可能有跳槽的打算，因此就没有要求其签订劳动合同。

2014年9月，葛某因工作安排与公司发生纠纷，有了辞职的念头。
随后，葛某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

没有合同说明，而法院审理注重的又是证据。之后，法院要求该公
司提供一份证据，说明葛某是自己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但是，该公
司无法提供，只是辨称是葛某不同意签订的。因为该公司未能举证说
明，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葛某。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该公
司支付葛某的二倍工资。

“如果劳动者不愿意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约谈笔录也可以为
证。”承办法官提醒说，企业人事专员可以通过约谈劳动者，了解其不愿
意签订的原因，并要求劳动者在约谈笔录上签名。有了这份约谈笔录为
证，就算遇到合同纠纷，也可以作为责任认定的保留证据了。

他人代签劳动合同可索赔二倍工资

不愿签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又无法举证的需赔偿二倍工资

劳动合同到期没有续签的，也要赔偿二倍工资

“二倍工资赔偿”是怎么回事？

骗取房租和转让费后潜逃6年
男子最终熬不过良心投案自首

把投币洗衣机当成“提款机”
一男子盗窃500余元被刑拘

数十万元货物付之一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