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2017 年 10 月 31 日，社

区服刑人员郑某因到北京

旅游被南海区公安分局治

安拘留 10 天。

原 来 ，郑 某 在 入 矫 后

不久，以父亲病重住院为

由，希望请假回安徽老家

探望父亲。在未获批准请

假的情况下，郑某当天就

离开佛山。更恶劣的是，

郑某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去

安徽，而是到了北京游玩。

狮山司法所通过电子

监控设备发现该情况后，

勒 令 郑 某 立 即 返 回 狮 山

并 把 相 关 情 况 反 映 到 南

海 区 司 法 局 。 郑 某 在 司

法 机 关 的 劝 说 及 强 大 的

政策法规压力下，在离开

佛山 5 天后回到狮山。根

据管理规定，南海区司法

局 联 同 南 海 区 公 安 分 局

依 法 对 郑 某 进 行 治 安 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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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陈 小 明 在 B 公 司 从 事 市 场

拓展工作。B 公司派陈小明到

省 外 某 市 推 介 产 品 ，经 过 一 个

多 月 的 努 力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 。 完 成 工 作 后 ，陈 小 明 回 到

公 司 ，与 公 司 因 差 旅 费 报 账 情

况 发 生 争 议 。 陈 小 明 认 为 ，在

外 派 期 间 ，自 己 加 班 加 点 ，连

“五一”也没有休息，公司应该

支付出差期间的加班费。但公

司 认 为 ，陈 小 明 的 工 作 职 责 就

是 市 场 拓 展 ，公 司 并 没 有 要 求

陈 小 明 加 班 工 作 ，对 于 陈 小 明

自 行 加 班 的 时 间 ，公 司 不 应 当

支 付 加 班 工 资 ，且 陈 小 明 出 差

已按照公司差旅管理办法报销

了 公 杂 费 和 伙 食 补 助 费 ，再 要

求 加 班 费 于 法 无 据 。 那 么 ，出

差期间加班是否算加班？公司

是否应当支付加班费呢？

部门说法：
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

加班一般是指用人单位由于生

产经营需要，经与劳动者、工会

协商后，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

作时间以外工作。加班是建立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基础

上，用人单位不能强迫劳动者

加班，劳动者也无权单方面决

定加班。本案中，陈小明提供

了工作记录和与公司往来的邮

件记录、电话记录，上述材料证

明了陈小明在外派期间存在加

班现象。依据《劳动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

工 作 时 间 工 资 的 工 资 报 酬 ：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

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

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

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

法 定 休 假 日 安 排 劳 动 者 工 作

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

三百的工资报酬。最终公司向

陈小明支付了“五一”法定节假

日的加班费，并给予了陈小明

3 天补休假。此外需要提醒的

是：出差报销是对出差人员出

差误餐、通讯以及其他公务的

补助，不能替代或者等同于加

班费。

南海普法

信息推送：
5 月 4 日至 5 月 20 日，逢周五到周日，南海区普法

办、南海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南海区总工会将联

合举办“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主题

学法大赛，参与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手机话费

和华为手机。详情请关注“南海普法”、“就业南海”、

“南海职工家”和“南海社保”微信公众号。

2013 年 8 月起，徐某一直在

一家电子公司负责售后服务。

公司产品销售到哪里，徐某所

在部门的售后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到外地出差，对徐某是家常

便饭。 2015 年 7 月，徐某在报

销出差费用时，猛然想起，自己

常年在外地奔波，双休日经常

在外地出差，公司不仅没有支

付过加班费，也没有安排过一

天的补休。徐某遂去公司财务

部、人力资源部询问。公司的

解 释 是 ，双 休 日 出 差 ，不 算 加

班，即使算加班，出差时每天也

有 80 元津贴，津贴里就包括了

加班费。对于公司的解释，徐

某很不满意，于是找到市总工

会咨询求援。市总指出，在标

准工时制下，劳动者双休日出

差并提供了本职劳动，应算加

班。出差补助不能取代加班工

资。

■法苑
劳动者双休日出差能否算加班？以案说法

南海普法·伴您同行

劳动保障篇

出差期间加班是否算加班？

依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

的有关规定，加班是指用人单

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

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安排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对 于 标 准 工 时 制 的 劳 动

者 来 说 ，凡 是 在 法 定 工 作 时

间 之 外 的 工 作 都 应 当 算 为 加

班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双 休 日

出 差 是 否 算 作 加 班 ，关 键 看

劳 动 者 当 天 是 否 提 供 了 本 职

工 作 范 围 内 的 劳 动 。 如 果 劳

动者提供了劳动，根据《劳动

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休息

日 安 排 劳 动 者 工 作 又 不 能 安

排 补 休 的 ，支 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百 分 之 二 百 的 工 资 报 酬 。 如

果 劳 动 者 并 未 提 供 劳 动 ，而

是 处 于 休 息 状 态 ，该 双 休 日

不 算 加 班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出 差 往 返 占 用 双 休 日 的 ，也

应计入加班时间。

■法律贴士

就业南海 南海社保 南海职工家

社区矫正期间擅自外出 换来10天拘留
律师：社区服刑≠完全自由不受监管

●解读
众所周知，一经法院定罪，罪

犯就需要在监狱内服刑。然而，

还有一种在监狱外服刑的方式，

那就是在社区“服刑”。其实，这

种刑罚执法方式叫社区矫正，社

区矫正的管理对象是社区服刑人

员，日常监管工作由司法行政机

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

式适用范围包括：缓刑、假释、管

制和暂予监外执行。较为常见的

社区服刑人员是被判处缓刑。案

例中郑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

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适用

社区矫正，是社区服刑人员。

总的来说，社区矫正虽比监狱

服刑自由，但也有严格法律规定。

接受社区矫正，主要有四个流程。

一、调查
首先是入矫前的调查。一般

来说，被法院判处非监禁刑罚的，

由罪犯的户籍所在地司法行政机

关进行社区矫正。但罪犯向法院

提出要求在经常居住地进行社区

矫正并提交了证明材料，法院将

视情况将刑罚执行文书函交给经

常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刑罚

执 行 文 书 后 将 核 查 该 罪 犯 居 住

地的真实情况,而乡镇司法所则

承担一线调查的工作，实地调查

该 罪 犯 的 居 住 地 情 况 。 司 法 所

工作人员在调查时，根据罪犯在

居住地所属社区的日常表现、在

单位的工作情况、周围群众对罪

犯在社区服刑的评价综合评估，

提 出 是 否 接 受 该 罪 犯 在 社 区 进

行社区矫正的调查意见。

二、入矫
罪犯通过调查后确定可以在

经常居住地进行社区矫正的，司法

行政机关将开始对他进行监管，他

在居住地的社区服刑就此开始，他

也 正 式 成 为 了 一 名 社 区 服 刑 人

员。在办理入矫手续后，司法行政

机关将组织司法所工作人员、检察

官、警官、治保主任、社区民警等对

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入矫宣告。同

时，上述人员将组成监管小组对社

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和监管。

监管小组还邀请司法社工 、

社区服刑人员家属、志愿者等人

员 共 同 对 社 区 服 刑 人 员 进 行 监

管 和 教 育 。 社 区 服 刑 人 员 在 服

刑期间要求佩戴电子监控手环，

司 法 所 将 利 用 电 子 监 控 设 备 对

社区服刑人员实施 24 小时监管。

三、监管
在完成入矫手续后 ，社区服

刑 人 员 要 根 据 管 理 要 求 向 司 法

所电话报到、当面报到和进行社

区 服 务 。 社 区 服 刑 人 员 必 须 遵

守社区矫正的各项管理规定，如

有违反规定将依法受到惩罚。

四、解矫
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服刑完

毕，将依法解除社区矫正。根据

管理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在管期

间能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的

有关规定，按时报到并提交书面

思 想 汇 报 ，努 力 改 造 ，有 悔 罪 觉

悟 ，能 认 真 做 好 社 区 服 务 ，没 有

与社会上不良人员接触，没有重

新 违 法 犯 罪 ，矫 正 期 满 后 ，将 回

归社会。

●律师说法
从本案来看，虽然社区矫正

适 用 于 罪 行 轻 微 、主 观 恶 性 不

大 、社 会 危 害 性 相 对 较 低 以 及

罪 行 较 轻 的 罪 犯 ，监 管 措 施 和

力 度 也 远 逊 于 监 禁 刑 罚 措 施 ，

但不等于在社区服刑就完全自

由不受监管。对违反监督管理

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依法给予

必 要 的 处 罚 ，对 重 新 违 法 犯 罪

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直 至 收 监 执 行 ，能 够 发 挥 处 罚

措施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警示和

威 慑 作 用 ，是 社 区 矫 正 与 监 禁

刑 罚 在 刑 罚 执 行 强 制 性 、严 肃

性的一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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