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里，“漕韵·科普” 青少

年暑期系列活动———“护童行

动，为成长护航”一日营走进位

于法治街区的宏润邻里汇公共

法律服务客厅。活动通过“科普 +

法治”，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有效预防青少年性侵、校园暴力

和欺凌等事件的发生。

活动分为小学 1—3 年级和

3—5 年级两个半日营，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相

关内容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规定》等内容为指导

进行设计。

第一场主题营里， 在老师

的指导下， 孩子们和家长了解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政策

法规。 通过趣味视频，让低年级

的孩子们了解胎生动物和卵生

动物的区别及动植物生命的起

源， 进而掌握人类生命诞生的

科学过程。 随后， 老师利用教

具，结合桌游，让孩子们认识两

性区别。 借助参与式游戏、原创

视频及启发式的提问的方法，

老师向高年级学生介绍了青春

期可能出现的身体变化， 帮助

孩子们做好充足的准备， 让大

家懂得理解与尊重。

在课堂上，老师还教孩子们

认识了身体的隐私部位，引导其

树立隐私安全与身体界限的概

念，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时积

极应对、寻求帮助，并利用好法

律武器来保护自我。

第二场防欺凌主题营中，孩

子们学习了校园欺凌的界定、类

型，以及校园欺凌中的角色与关

系。 通过情景演绎、团体游戏等

新颖有趣的形式，孩子们学会了

在面对校园欺凌时如何保护自

己，勇敢地向“校园欺凌”说不。

“以前我不知道一些玩笑话可能

会伤害到同学，现在我知道了要

尊重每个人的感受。 ”活动结束

后，孩子们纷纷表示，他们对校

园欺凌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今后

的生活中要积极行动起来，共同

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

课堂表现十分积极。家长们也对

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

孩子对校园欺凌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也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和

关心他人。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义，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孩子的

内心世界。 ”

（照片由漕河泾街道提供）

随着徐汇区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品牌发布， 漕河泾街道进

一步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推进以漕东支路“法治中轴线”为核心的

法治街区建设。

记者 姚丽敏

“一日营”让法治意识深入“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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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李某 6 岁时，生父死亡，李某的祖父

母要求抚养自己唯一的孙子， 而且要求

李某的母亲孙某放弃对孙子的抚养权。

但李某的母亲孙某正当年轻， 且工作能

力较强， 完全有能力为自己的儿子提供

良好的生活条件， 认为儿子应该和自己

生活在一起。 双方产生争执，无奈之下，

祖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

将孙子李某判给自己抚养。 李某的祖父

母有资格拥有孙子的抚养权吗?

【解答】

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务

某作为李某的母亲，对未成年的李某

负有抚养的义务，且此项义务不得随意放

弃。 本案中，母亲孙某年轻力强，具有承

担李某的抚养责任的能力，因此未成年人

李某应由母亲孙某承担抚养义务。

二、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孙子女、外

孙子女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1.� 孙子女、 外孙子女为未成年人；

2.� 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

父母无力抚养。 这里的死亡是指自然死

亡和宣告死亡。 父母无力抚养是指不能

以自己的收入满足子女合理的生活、教育、医疗等需要，

如父母患有重度残疾、 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其他原因丧失

劳动能力或没有生活来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死刑而无力抚养子女；3.� 祖父母、 外祖父母有负担

能力。

《民法典》第 26 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

育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

的义务。

《民法典》第 1074 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

女： 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

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来源： 徐汇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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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速递 >>>

对于无故拖欠工资，

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

“无故拖欠”系指用人单位无

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未支

付劳动者工资。 不包括：用人单位

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

战争等原因、 无法按时支付工资；

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

周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

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

资， 延期时间的最长限制可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

根据各地情况确定。 其他情况下拖

欠工资均属无故拖欠。

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

我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应

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

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

者的工资”，“按月支付” 即包括工

资应当以月薪的形式发放，也包括

应当每月支付，因此用人单位应当

在自然月结束的 30 天内结算工

资，超过 30 天的即构成拖欠工资。

如果用人单位实在因生产经营

困难，资金周转不足等原因，暂时无

法按时给员工支付工资， 经与本单

位所有员工协商一致， 可以延期在

一月内支付劳动者工资。 延期支付

工资的时间应告知全体劳动者，并

报主管部门备案， 无主管部门的报

市或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规定“工

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的日期支付。 如遇节假日或休息

日， 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

付。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

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

小时支付工资”。

用人单位拖欠工资， 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将面临什么处罚？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用人单位及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 276 条第 1 款规定：

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

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

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

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单位拖欠工资

要支付补偿金吗?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

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

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

酬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或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规定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

班费或者经济补偿； 逾期不支付

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

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劳动者如果被拖欠工资

该怎么办？

目前有很多途径都能“讨回”我

们应得的工资。 首先可以与用人单

位进行协商，被拖欠工资时，最好、

最快的解决办法是和单位进行协商

解决。如果不行的话，还有下面这些

办法： 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平台投诉举报， 责令用人

单位限期支付。“12333”作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全国公益服务电

话，大多数地区提供 365 天 24 小时

自动语音服务。

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劳动争

议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这又分三

种情况： 一是针对劳动纠纷案件，

经劳动仲裁后任何一方不服的，可

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是经仲裁后

都服从，劳动仲裁裁决生效后，用人

单位不执行的， 可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 三是属于劳务欠款类的可直接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此， 特别提醒广大劳动者需

要注意以下事项： 一要与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 千万不要图方便而

省略这个环节； 二要进行实名制登

记，实名考勤；三要通过本人的社会

保障卡或者银行卡来领取工资，尽

量不要选择现金支付。 在遇到拖欠

工资等情况时， 注意保存好证明劳

动关系、 工资金额以及工资发放时

间记录等证据资料， 同时可以向当

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以

提升维权效果，减轻维权成本。

（来源： 中工网）

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