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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是一名冷菜厨师，每天的
工作就是制作拌黄瓜、水煮毛豆等，
因为离职后继续从事该工作，被原
公司以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告上
法庭，要求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共计
10万余元。

日前，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最终
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

刘某原是某餐饮公司的一名
冷菜厨师，他与公司签订《保密及
竞业禁止协议》，约定其负有保密
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在职期间
接触的技术信息如烹调方法、配
方、技术诀窍等及其他方面的秘
密，仅用于完成餐饮分配的工作
任务。

协议还约定，刘某受雇期间不
得组织参与任何与餐饮公司相竞争
或相似的业务，在劳动合同终止后
两年内，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进行
或牵涉进任何与餐饮公司业务相竞
争或相似的业务。刘某若不履行协
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所取得的利
益归餐饮公司所有，且应支付违约
金5000~10000元。

2022 年 5 月，刘某从餐饮公司
离职，后来先后入职两家酒店从事
配菜及冷菜厨师工作。

2023 年 4 月，餐饮公司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某支付违
约金 1 万元并赔偿损失 9.1 万余
元。但在刘某离职后，餐饮公司
并未向其支付过竞业限制经济
补偿。

醉酒后开启驾驶辅助系统，算醉驾吗？近日，一男子无证
醉驾被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事情发生在2023年3月4日凌晨，刚豪饮完一箱啤酒的孙
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借来的车从浙江省
宁波东高速卡口驶上了甬台温高速。在驶上高速公路后，孙
某就打开了车辆的驾驶辅助系统，设定好车速和车道，靠着辅
助系统行驶。上了酒劲儿的孙某没多久就开始犯迷糊，出于
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完全信任，他索性打起了瞌睡。

10分钟后，孙某的车追尾同车道上一辆低速行驶的超重
型低平板半挂车，猛烈的撞击使孙某的车辆飞出道路，斜挂到
了高速路栏杆上，车头几乎全部粉碎，打瞌睡的孙某没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就因撞击陷入昏迷。半挂车司机江某报警并拨
打急救电话，将孙某送往医院。经鉴定，孙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达119mg/100ml，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本次事故导致孙某股
骨骨折、胫骨骨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经认定，孙某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取得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过错，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承办案件检察官表示，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在单一道路内
实现有限的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对车辆拥有控制权且随时
可操控车辆，酒后开启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仍应被认定为酒后
驾驶。

近日，孙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最终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另据中国警察网消息，每个公民都
享有姓名权。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
的规定，起名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
姓。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以下情
况，还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
氏：

1.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2. 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

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3.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4. 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依从

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也作了相

同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仅凭个人喜好和
愿望创设新的姓氏，不符合法律规定限定
的情形，就可能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被公安
机关拒绝登记。（潇湘晨报 中国警察网）

检察官提醒，机
动车驾驶人是驾驶行
为的第一责任人，应
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的规定，按
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文明驾驶。驾驶
辅助系统虽然优化驾
驶体验，但并非“无人
驾驶”，需驾驶员时刻
保持专注。错误使用
驾驶辅助导致的交通
事故，第一责任人仍
是驾驶员本人。

（法治日报）

近日，一位姓苟的“准爸爸”向贵阳市融媒
问政平台询问，因为自己的姓氏比较特殊，从小
遇到了很多尴尬。“我想给孩子改姓，可行吗？”

针对苟先生的疑问，记者进行了相关咨询。
“因为姓氏谐音，从小给我带来了很多

困扰。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家人们也不想
孩子再遭遇类似尴尬。”苟先生告诉记者。

针对苟先生的疑问，贵阳市公安局白云
分局明确回复，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自
然人享有姓名权，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
下，是可以到属地派出所为孩子办理姓氏更
改事宜。但由于苟先生的孩子还未出生，公
安机关暂时无法办理姓氏更改相关事宜。

那么新生儿出生填报姓名时，能否不随
父母姓？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妇幼处回应，孩子出
生后，若不随父姓或母姓，在医疗机构办理
出生证时，填写第三姓氏申请表即可。

近年来，竞业协议不对等甚至被滥用的情
况屡屡出现。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审理了一起
涉及宽带安装工的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最终二
审改判其与公司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这两起案件中，两名劳动者均非高级管理
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双方的争议实际上为其
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4
条规定竞业限制人员范围条款中的“其他负有
保密义务的人员”。

有学者梳理 400 余份竞业限制纠纷案的
判决书发现，竞业限制义务主体有79%为“负
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其中77%是基层岗
位员工。

那么，究竟哪些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其
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立案庭
法官彭鄢表示，在审查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
时，首先要分析该主体“接触信息的可能性”，
只有有机会接触用人单位保密信息的劳动者
才具备约定竞业限制的前提；其次要分析劳动
者“利用信息的可能性”，如果劳动者虽有机会
接触保密信息，但并非相关领域专业人员，了
解信息未构成重新择业的便利条件，重新择业
后利用信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则通过签订保密
协议就足以保护相关信息。

“实践中，用人单位常以‘其他负有保密义
务的人员’作为主张竞业限制赔偿的依据，以致
滥用竞业限制条款。”彭鄢还表示，因竞业限制
协议对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就业权构成极大限
制，故应对有关约定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定。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东告诉记
者，除了对不涉及保密岗位的劳动者设定竞业
限制义务，不当扩大了竞业限制义务人的范
围，在实践中，用人单位还存在其他一些侵害
劳动权益的情形。其中，常见的问题有设置天
价违约金，与支付给劳动者的竞业限制补偿极
不对等；在劳动者在职期间拆分其工资结构，
将部分工资作为竞业限制补偿发放，规避劳动
者离职后支付经济补偿义务等，劳动者在与单
位签订相关协议时应当注意这些问题。

江宁开发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刘某与餐饮公司签订了竞业限
制协议，但其仅是公司的一名普通
冷菜厨师，从事拌黄瓜、水煮毛豆等
常规冷菜的制作，并不会接触和掌
握公司的商业秘密。

因此，法院认定餐饮公司与刘
某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应属无效，
对公司主张刘某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餐饮公
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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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父母之外选姓氏

说法

法院驳回：

常规冷菜制作
不涉及商业秘密

几道凉拌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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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限制他人就业谋生。
●能不能反过来罚一下滥用

竞业协议的？
●凉拌黄瓜再怎么做，也做

不出什么花样来吧，还能有什么
“祖传秘方”不成？

（扬子晚报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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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黄瓜还能有啥秘密？
厨师离职后继续拌黄瓜
原东家索赔10万元

醉驾“甩锅”自动驾驶？
酒后无证“智驾”追尾
男子被拘3个月罚6000元

“苟”姓惹谁了？
一姓苟的“准爸爸”
想让未出生孩子不姓苟

可以
改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