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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工维权取证难、执法难

克扣工资、变相加班、骗交体检费……

暑假打工 这些套路要当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可江湖险恶！刚出道就付出
了代价。”醴陵四中高中毕业生何同学调侃自己的第一
次工作经历。高考结束后，何同学到长沙一家小吃店打
暑假工，入职时对方说好一个月2500元薪酬，结算工资
时却只拿到500元。

何同学的遭遇不是个例，克扣工资、变相加班、骗交
“体检费”……五花八门的套路给涉世未深的学生伢子们
狠狠“上了一课”。据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统计，高考
结束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暑假工相关投诉多达148条。

案例一：实际薪酬打了对折

李同学是湖南工业大学大三学生，6月底入职市内
一家快递公司。入职前，双方约定每月底薪2500元，提
成按每单4.5元计算。近期他打算离职，与用人单位结
算薪酬，对方却表示，2500 元是有责底薪，必须做满
600单才能发放。

李同学说，如果事先知道2500元是有责底薪，就不
会入职这家企业。原以为自己辛苦了一个月能拿到大
约5000元报酬，然而，实际薪酬打了对折。

案例二：每天工作时间超11个小时

在长沙上大学的唐同学 7 月初入职天元区某游乐
场收银员岗位，入职前，用人单位告知的工作时间是周
一至周五的每天12点30分至21点30分，入职后，对方
却要求他们每天 10 点 20 分到岗，工作到 22 点才能下
班。

“下班后公交车已经停运，只能打车回家。”唐同学
说，这份工作的薪酬为一个月2800元，如果每晚打车回
家，光交通费就需要200多元。

唐同学已经在游乐场工作了一周，如果现在离职，
她担心用人单位不会给她结算工资，可如果继续干下
去，每天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让她望而生畏。

案例三：找工作先交体检费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许多学生认为，打暑
假工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湖南工业大学文新学院的刘老师表
示，如今大学生就业竞争激烈，企业招聘不
仅要求有文凭还要求有工作经验。学生们
通过打暑假工既增长社会阅历，又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经济负担。部分专业课老师
还会布置社会实践作业，鼓励学生接触社
会，提升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然而，学生们社会经验不足，难免遭受
社会上一些居心不良的企业或中介机构的
欺骗或压榨，变成廉价劳动力甚至免费劳
动力。学生们寻找暑假工岗位具有随机性
和盲目性，部分学生家在外地，学校也难以
监控到他们暑期的生活，只能任由他们在

暑假工岗位上面对“挫折”。
“许多企业不太愿意招收暑假工。”市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单先生说，暑假工
属于兼职性质，稳定性差，经过培训好不容
易熟悉岗位，却又面临开学，因此企业技术
类岗位很少招收暑假工。事实上，学生们暑
期打工岗位选择面窄，只能选择劳动密集型
行业或服务行业，学校所学专业技能难以在
实际工作中施展，能力提升有限。

由于暑假工是临时性用工，大部分用
人单位不会与学生签订正规劳动合同，而
是口头约定薪酬待遇。到现场调查的时
候，企业与学生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提供
实习机会，双方各执一词，很难界定，从而
造成取证难，执法难。

小高通过网络招聘平台了解到荷塘区
一家公司招聘暑假工，他邀约了几个同学
一块应聘。面试后，用人单位要求他们到
指定医疗机构做入职体检，他和同学们每
人交了150元体检费。

然而，一个礼拜过去了，小高等人并未

收到入职通知，他打电话咨询用人单位，不
料，对方竟表示，经过公司人事部研究，觉得
几个高中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不予录用。

“面试时我们已经告知对方我们刚刚高中毕
业，既然觉得不适合，为何还要我们做入职
体检？”对于用人单位的做法，小高很气愤。

学生寻找暑假工岗位，可以让父母、亲
戚或老师等长辈帮忙推介。尽量不要通过
网络广告、中介公司、街头小广告寻找暑期
工作。确定用人单位后，最好前往实地考
察，防止上当受骗。入职前，要与用人单位

签订用工协议，约定好责任与义务。入职
后，保留与工作有关的凭证，如工作证、上
下班打卡记录、工资条等。一旦遇到纠纷、
个人权益受损，及时向所在县市区劳动监
察机构寻求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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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痴迷剪纸，床上铺块木板就是工作台，用一把剪刀、一张
纸记录时代；他热心公益，82岁高龄仍坚持免费为剪纸爱好者传
授技艺，总共传授学生1.2万人次；他初心不改，多次举办大型剪
纸艺术展，赠送出剪纸艺术作品上万幅。他就是湖南好人、株洲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映明。

公益课堂“搬”到泉塘湾社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折、画、剪，
将非遗之美传递给更多人……井磡社区的暑期公益
剪纸班刚刚结束，7 月 13 日，湖南好人李映明冒着酷
暑，又将公益课堂“搬”到了泉塘湾社区内。

活动伊始，李映明先为学生们普及了剪纸的历
史，并将提前剪好的作品一一展示，一张张经剪刀裁
出的艺术品，迅速激发了大家对剪纸文化的兴趣。随
后，李映明又手把手向大家详细讲解了剪纸的流程及
技巧。灵巧的手指，在红纸上演绎了一场绝美的“纸
上舞蹈”。

一堂课下来，一张张漂亮的剪纸作品便在学生们
指尖游走中跃然纸上。“我太喜欢上剪纸课了，很有
趣。”一位参加培训班的学生开心地说。

“既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社区里小朋
友们的暑假生活。”一位家长说。记者了解到，自5月
12日石峰区首个幸福邻里文体学院开班以来，李映明
已经公益授课20余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王萌）前不久，市民肖先生向本报
求助，他2岁的儿子杰杰发生意外，掉入开
水桶，全身烫伤面积达 90%，生命危在旦
夕。高额的费用让这个普通家庭无力承
担，杰杰的病情，引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关注。

烫伤后的杰杰，急需治疗费一事，牵
动了李乐五的心。今年 38 岁的李乐五，
是株洲正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和餐饮）的出品总监，还是天元区群丰
镇竹溪社区的党代表。他在开展“五个到
户”工作中，收集民情民意，为民解难题。
平时一有时间，还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也许与他素不相识，但爱心与真诚是
没有界限的！期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帮

一帮这个 2 岁的小男孩……”正和餐饮目
前在株洲共有5家店，在李乐五的爱心倡
议下，包括董事长、管理层及服务人员在内
的100多名正和餐饮人，纷纷捐款，一个上
午共收到爱心善款7000元。其中，数额最
大的一笔有3000元。

“我通过株洲晚报了解到 2 岁小男孩
被严重烫伤的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希望能尽绵薄之力，让杰杰早日康复。”7月
12日中午，正和餐饮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
把这笔善款交到杰杰父母手中。

据了解，杰杰的治疗费用大概在50万
元左右。后期还要进行康复、整容，还需要
经历多次手术，会产生更多的费用。

收到正和餐饮的捐款，杰杰父母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真心感谢大家对杰
杰、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杰杰
的父亲介绍，孩子烫伤后，不少爱心企业家
纷纷伸出援手，所有的爱心善款，他都一一
进行了登记，等杰杰康复后，若还有剩余的
善款，他会捐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曾
美丽 张纪帅）“有人从高空摔了下来，两根钢筋插进
身体里，你们快来！”7 月 11 日 8 时许，攸县消防救援
大队接到报警。迎宾大道消防救援站连同公安、医护
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一名男子侧卧在地面，两根直径
27 毫米的钢筋从右侧腰部刺入体内，剧烈的疼痛让
受伤男子不断发出呻吟声。

“兄弟，可能有点痛，忍着点。”消防员原本打算用
大型切割机以最快速的方式救援，但考虑到会造成二
次伤害，果断利用剪切钳先对附近的其他2根钢筋进
行剪切，几分钟后，消防员又利用角磨机对穿入体内
的钢筋进行依次切割。

切割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安抚男子情绪，
一边伏在地上不断改变角度，加快切割救援。经过近
2 个小时努力，扎进男子腰部的外部钢筋被成功切
除，在场的人都松了口气，医护人员迅速将他抬上救
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该受伤男子姓林，事发时，他正在厂房顶上铺设
彩钢瓦，林师傅放下材料转身时不慎踩空，坠落地面，
两根裸露在外的钢筋直接插入体内。万幸的是，钢筋
没有穿破主要脏器，生命体征尚稳定，无生命危险。

痴迷剪纸，记录时代变迁；热心公益，免费授艺22年

剪纸大师李映明的不凡人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王玲

工人从房顶坠落
两根钢筋插入体内

两岁男童被严重烫伤后续
一餐饮机构发动员工捐款7000元

在石峰区神塘冲小区，李映明的剪纸
工作室人气十足，这里免费为剪纸爱好者
们提供学习的场地。“他是剪纸大师，也是
个热心肠。”说起李映明，邻居们纷纷点
赞，大家有婚嫁喜事，都会找李映明剪刻
喜花。

李映明 60 岁退休后，每周坐公交车
到聋哑学校给孩子们上剪纸课，他还用微
薄的退休工资买来剪刀、纸张、装裱材料，
免费赠送剪纸给市民。从 2017 年开始，
李映明举办剪纸公益讲堂超过 70 场，每
月在社区、学校、企业、福利院等地免费为
爱好者、学生、居民传授剪纸技艺，传授学
生 1.2 万人次。为传播剪纸艺术，李映明
多方奔走，在他的推进下，株洲市剪纸专

业委员会成立，他担任第一任会长，让剪
纸爱好者们有了“家”。

这些年，李映明举办了多场个人剪纸
艺术展，并为社会各界人士赠送剪纸艺术
作品上万幅，让更多人感受剪纸这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在李映明的耳濡目
染下，女儿李伟静研习剪纸多年，并与父
亲一起经营工作室。2018 年 5 月，李映
明、李伟静父女双双入选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教会更多的人剪纸技艺，用剪纸的
形式留住历史变迁。”李映明说，他会继续
发挥余热，也相信女儿能接过自己的接力
棒。

用剪纸传播正能量

李映明老家在桂林，1958年，他来到
株洲电力机车厂工作。因为从小喜欢画
画，参加工作后，他也会随手画上几幅画，
贴在车间墙壁上做装饰。后来，李映明的
手艺被领导认可，开始担任电影放映技术
员。放映空隙，不忘画画。放映室光线微
弱，画好草图后不方便填色，于是他就用
刀子刻。后来，他发现刻出来的图案很好
看，便开始了剪纸创作。

几十年如一日，李映明一直坚持传承
与创新，作品与时代紧密联系。作品《八
个样板戏》《株洲十景》等，展现株洲人文
地方特色；在国家申奥成功之际，他创作
了《福娃贺喜》，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
在神五飞天、全国上下欢欣鼓舞之际，他

创 作 的《普 天 同
庆》在人民大会堂
展出。近年来，李
映明先后荣获“中
华 著 名 剪 纸 艺 术
家”“湖湘剪纸卓
越贡献奖”“湖南
省 剪 纸 艺 术 家 ”

“湖南省剪纸优秀
工作者”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李映明到加
拿大探亲，陆陆续续收了来自西班牙、菲
律宾和当地的 10 多名洋徒弟，将中国剪
纸文化推广到海外，他也荣获当地移民艺
术家的称号。

用剪纸记录时代变迁

相关新闻

▲李映明在上剪纸公益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