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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安全工程师对钢筋工进行班前
安全操作教育。 □许岗 摄

讲安全讲安全

6月8日，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工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温情暖人心”
慰问活动，为3500多名建设者送去降温解暑物品。 □刘国占 郭升 摄

送清凉送清凉

本报讯（王辉） 近日，宁陕县
住建局质监站工作人员走进县棚户
区改造项目和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
场，向农民工发放《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知识读本，宣传法律法
规。同时，摸排欠薪风险，保障农民
工工资和工程款按时足额支付。

在开展宣传、检查工作过程中，
该局工作人员叮嘱施工单位负责
人，一定要担负起农民工工资支付
主体的责任。企业一旦出现违法欠
薪或不落实保障制度等行为，除了
会受到信用惩戒之外，还会受到行
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据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
进工地宣传、检查活动的目的就是
向广大农民工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让农民工学法、懂法，当合法权

益被侵害时，能够通过法律渠道维
护自身权益。

据了解，从今年 2月份以来，该
局根据全县复工复产、重点项目开
工情况，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原则，积极主动作为，
采取多项措施，开展建筑领域农民
工工资支付宣传教育及大检查活
动，详细摸排建筑领域欠薪风险。
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
发询问通知书、整改指令书等，并要
求限时报送整改结果，逐项销号，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

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 3次，发放《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200余册，悬挂宣传横
幅 10条，督导检查覆盖 10余个在建
工地。

开展护“薪”行动 维护农民工权益

宁陕县住建局质监站郭某某系某劳务公司派遣至
某电子公司工作的员工，考勤表
显示其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班时
间为 19时 49分。21时左右，郭某
某接到一通电话后擅自离开单
位。途中，郭某某通过电话向班
组负责人请假但未获批准。23时
25分，郭某某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
原因系其违反禁令标志在封闭的
城市快速路由东向西穿越机动车
道，其对死亡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郭某某的父亲郭某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人社局认为郭某某的
死亡情形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
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
工伤。

郭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法院判决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
郭某不服，再次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
条明确了“上下班途中”的情形，尤其强调了

“合理时间”“合理路线”。郭某某
系先离岗后请假，但用人单位未
批准。其提前 8 个小时下班，明
显不属于下班的“合理时间”。且
郭某某从单位到家正常步行约一
个半小时，但其步行近两个半小
时行程仅过半，且严重偏离下班

“合理路线”，明显不符合“合理路
线”要求。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工伤保险虽然
能够保障伤亡职工的医疗救治权
与经济补偿权，但不可能涵盖涉
及职工的所有事故伤害。

工伤保险条例将工伤认定的
情形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延伸
到上下班途中，目的是最大限度地
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但“上下班途
中”情形的认定需要从“合理时
间”和“合理路线”进行适当规
范。本案中，员工明显不在上下班

的“合理时间”，且明显偏离“合理路线”，发
生交通事故导致伤亡，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
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罗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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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通先生：
我先生赵某生前为某销售公司员

工，职务为销售代表，与公司签订了劳动
合同，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今年年
初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公司要求我先生以
居家办公的方式开展工作，从 2022年 1月
8日至事发当日，我先生一直在家通过线
上方式与客户沟通发货及对款问题。4月
22日下午 4时左右，我先生在网上向客户
介绍公司情况及相关产品的过程中突发
疾病，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请问，我先生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属于工
伤，可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读者 陈丽丽
陈丽丽同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15 条“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之规定，认定工伤的三要素为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受伤原因，居家办公的特殊点
在于工作地点与生活场所高度混同。若
劳动者是根据单位的要求居家办公，那么其在“家”履行工作职
责期间，“家”可以视为工作地点，这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保
护劳动者的立法本意。

结合本案而言，赵某系根据公司要求居家办公，所以其所处
的“家”的场所应当视为工作场所，时间上，赵某突发疾病时仍
在履行工作职责，属于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
险条例》第 15 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之规定。建议您可以先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提出认定工伤的申请，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工伤事
实并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作为赵某的近亲属您可以主张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相关工伤保险待遇。

综上所述，疫情期间，有很多用人单位积极防疫、响应号召
要求员工弹性工作或居家办公。科技的发展为居家办公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处理工作，甚至成为部
分职业群体的工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线下坐班处
理工作的限制。因工作需要，员工在家利用网络处理工作的情
形，同样应当包含在《工伤保险条例》第 15 条第 1 项规定的“工
作岗位”范畴内。 □百事通

本报讯（记者 谢明静） 6月7日，程某等3名劳动者来到西安
市碑林区人社局，向该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送上了一面写着“秉
公裁决 为民解忧”的锦旗。

据了解，程某等人原是某事业单位劳务派遣制员工，该事
业单位数次更换劳务派遣公司，且一直未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费。他们向单位提出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要求，但多次协商仍未
达成一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程某等人申请了劳动仲裁，
希望讨回公道。

庭审前，因案件涉及主体较多且劳动关系不明晰，仲裁员组
织了一次调解，并在调解过程中帮助劳动者和几家单位理清、理
顺了争议的责任主体、劳动关系存续情况及争议焦点。庭审中，
仲裁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向程某等人和涉诉
单位释明了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并在查明案件
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依规作出了仲裁裁决。几方当事人对仲裁结果
均表示认可，并对仲裁员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表示肯定。

暖心办案获赠锦旗
碑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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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 63岁的农民工耿海军
打工受伤，人社部门认定其为工伤，然
而，因公司没有为其缴纳工伤保险，法院
判决耿海军的工伤待遇由企业承担。对
此，公司表示很委屈：“不是不缴纳工伤
保险，而是无法缴纳。”6月 9日，记者获
悉，在法院调解下，耿海军和公司同意各
让一步，适当降低赔偿数额。

耿海军老家在吉林，农忙时请假回
老家，农闲时出来打工。2010年，他从老
家来到大连，受聘于某公司当操作工，月

均工资 3800元。
2019年，耿海军满 60周岁，依照劳动

法规定他应当办理退休，公司无法继续
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考虑到他工作吃苦
耐劳，公司经理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干，耿
海军答应继续上班。

2020 年 3 月 19 日，耿海军在工作中
受伤，右足第二跖骨骨折，公司立即将其
送到医院抢救，他住院两个多月，公司垫
付医疗费 5万余元。

耿海军出院后，要求单位给自己申报
工伤。公司则认为，耿海军受伤时已经61
周岁了，单位没有办法为他缴纳社保，这
一情况在他超过60周岁时已经跟他说明，
没有工伤保险，即使申报工伤也没有用。

于是，耿海军自己申报工伤。2021
年 2月 22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社局作
出工伤认定；2021年 5月，大连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对其伤情进行鉴定，结论
为九级伤残。

为获得工伤待遇，耿海军将公司起
诉到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2年
4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公司给付耿海
军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
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
资等工伤待遇共计 17.87万元。

对此，公司表示很委屈，不是不给耿
海军缴纳工伤保险，而是因为他已经超
过退休年龄，劳动部门依照规定不给办
理。现在耿海军发生工伤，全部由公司

买单不公平，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多次
组织双方调解。耿海军表示，公司对自
己确实不错，他主动提出适当降低赔偿
数额。双方达成调解意见，公司在 3个月
内一次性给付工伤待遇 12万元。

耿海军的代理律师认为，超龄农民
工的工伤待遇全部由单位买单，不利于
分摊单位和职工发生工伤的风险。他建
议，对于没有享受退休待遇但仍在岗位
工作的农民工，应尽快出台补充工伤保
险政策，一旦发生工伤，他们可以跟正常
职工一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利于减轻
超龄劳动者维权风险及用人单位负担。

企业很委屈：不是不缴纳，而是无法缴纳
超龄农民工遭遇工伤，因未缴纳工伤保险，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承担赔偿

律师呼吁，尽快出台补充工伤保险政策，减轻超龄劳动者维权风险及用人单位负担

近日，腾讯发布内部邮件宣布薪酬调整规则，其中包括未来腾讯将不再单独针对职级晋升做即时的薪酬
调整。此消息一出，便引起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对于一家龙头互联网企业而言，“升职不加薪”是否意味着
责任增加了，但福利待遇减少了？对此，你怎么看？

升职不加薪，合理吗
腾讯最新薪酬改革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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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职加薪”仿佛是孪生兄

弟，职场人往往已经形成了升职
必然加薪的观念。但是现实职场
中，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升职
不加薪的例子也不在少数。那
么，升职不加薪是否违反劳动法？

实际上，是否违法取决于劳
动合同是否有相关约定。如果有
约定，按约定进行。如果没有约
定，法律没有规定升职必须加薪。

关于涨工资，虽然国家也会
在这方面作出一些相应的政策规
定，但根据分析发现，很多时候
是针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或者国有企业、单位员工作出
的。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针
对私企员工涨工资作出相应的
规定，换言之，私企员工若要想
涨工资，其实主要还是依据企业
内部的涨薪机制，对此法律没有
过多干预。

升职不加薪的情况在部分私企里出现较多，但
在此次腾讯宣布薪酬制度改革后，这一条却引起了
哗然。究其原因，是因为腾讯所处的行业地位，以
及原本被贴上的高薪企业标签，让职场人看到了这
样一个信号：对于有经营压力的企业而言，相比直
接裁员这样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通过调试性的薪
酬改革，用经济手段自然调配员工的去留，是不是
企业的一种“缓兵之计”？

“之前的职级薪资体系，虽然有一定的区域浮动，
但加薪大体上都是固定的，到哪个等级拿多少薪酬，
员工能算得出来，这是很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一直以来
养成的习惯”，互联网行业从业者丁小姐指出，但以后
腾讯要加薪，必然和绩效强相关。晋升不调薪，结合
业绩等进行综合评价，但丁小姐质疑，如何对每个人
的业绩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呢？

她透露，以她所在的企业为例，业绩最多只能
精确到部门，根本没办法精确到个人贡献的评定
上。因此，从“升职加薪”转变为“绩效加薪”，从如
今的业绩考核机制上很难展开操作。因此，她认为，
这个角度也能侧面证明，升职却不加薪，大多为企业
降本增效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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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讲，职场里的升职加薪，都是同步且

呈正比，但有时也会出现相分离的情况。从企业
角度来讲，这涉及用人策略、薪酬制度等一系列
复杂的管理手段，但对于个人而言，当升职和加
薪不能兼得时，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有观点认为，在职场上，升职的内在价值
要比眼前的加薪重要得多。升职就意味着你
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视野和潜在的福
利。比如分红补贴、学习交流，基本都是在晋
升到管理层后才有机会获得。与此同时，职位
的晋升，也意味着你可能拥有调配资源的权利
和作决策的权利。此外，职位的提升还可以接
触到更多的外部资源，让自己的职场之路发展
得更顺畅。

这一观点指出，职场上，责、权、利从来都是
有先后顺序的。先担责，再授权，最后获利。相
对于小幅度的加薪来看，升职之后能够带来的
隐性价值会更大。此外，也许当下不能马上享
受到晋升带来的薪酬变化，但这不意味着白晋
升了，晋升的价值会在下次薪酬回顾时体现出
来，涨薪机会更大或者涨幅更大。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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