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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袭来，高温作业下的劳动保护引
发公众关注。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被认定为职业性中暑后，劳动者可以进行
职业病诊断并申报工伤。

笔者采访了解到，部分劳动者虽然是
在工作中确诊热射病，想要认定工伤、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却有点难。

高温中劳作易发热射病

退休后，叶某于2013年6月入职一家
物业公司，后被派往另一个单位从事室外
保洁工作。2018年夏季，酷暑难耐，持续
在高温下工作的他，出现行走不稳、大小
便失禁等症状，被 120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并被诊断为劳力型热射病。

叶某被送医后，并发多脏器功能损
伤，同时伴有大脑严重损伤。经过住院治
疗和后期康复治疗，他仍然无法自主活
动，生活起居需有人照顾。

“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暑系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劳动者因工作原
因确诊热射病，可以通过工伤认定的方式
维权。”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剑

峰说。
“确诊热射病后，劳动者需要到职业

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诊断完成
后，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进而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通
过工伤索赔劳动仲裁或诉讼程序来解
决。”陈剑峰介绍，“部分劳动者因劳动关
系不清晰、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工伤
保险等原因，想通过工伤认定方式维权的
难度较大。”

工作中罹患热射病应积极维权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劳动者虽
然是在工作中确诊热射病，但想要认定工
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却有点难。不少劳
动者对热射病知之甚少，不知道中暑也可
申报工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是认
定工伤的前提，部分劳动者仍存在无法证
明劳动关系的情形。此外，工伤认定需进
行职业病诊断，但一些用人单位不配合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

“以叶某的情形为例，作为超龄劳动
者的他，也面临着如何证明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的情况。此外，他也未参加工
伤保险。”参与承办此案件的律师王挺说。

“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者
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来确认劳动关

系。确认完成后，再申请工伤认定。”陈剑
峰说，在职业病诊断时，部分用人单位因未
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害怕承担赔偿责
任，存在不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况。

与用人单位沟通无果后，叶某的家属
决定起诉物业公司以及叶某的用人单位。

“根据相关气温记录，当日 13时，叶
某所在地区的室外温度已达 37℃。叶某
作为超龄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了实际
劳务，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露天作业，用
人单位既未调整工作班次和工作时间，也
未提供消暑纳凉设施，才导致叶某患上热
射病。”王挺认为，此纠纷可视为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应按照人身伤害赔偿标
准主张赔偿。

最终，该案件的原告与被告双方通过
庭审调解程序，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叶
某一次性获赔各项损失共计139万元。

防止中暑须以预防为主

王挺说，如果劳动者在工作中确诊热
射病，难以通过工伤认定的方式维权，可
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或健康权纠纷，进行伤残
鉴定和三期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来主张赔
偿数额。

“叶某虽然获得了赔偿，但热射病给

他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这也提示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职业病损害大多不可逆、
难治愈，职业病防治重在预防。”陈剑峰建
议说。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对高温作
业早已有详细明确的限定。例如，日最高
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
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
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
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进入 8月，高温天气还在延续，热射
病的发生也引起了社会关注。日前，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
等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印发了《关
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
的通知》，要求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天气作
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全力保
障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用人单位应重视工伤保险的保障作
用和为意外‘兜底’的作用，为劳动者缴纳
工伤保险。”陈剑峰认为，对于热射病患者
认定工伤，有必要优化认定程序、简化认
定条件，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权益，“不少
企业还为劳动者缴纳了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也有助于让劳
动者得到更好的保障。” □陈子蕴 赵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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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因工作原因确诊热射病，可以通过工伤

认定的方式维权。但不少劳动者对热射病知之甚

少，不知道中暑也可申报工伤。加之，一些用人单

位在职业病诊断环节不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导

致一些劳动者认定工伤困难。法律界人士认为，用

人单位应重视工伤保险的保障作用和为意外“兜

底”的作用，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N、N+1、2N、2N+1，这
么多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
是 不 是 让 你 看 得 眼 花 缭
乱？笔者邀请有 8 年劳动
争议纠纷解决经验的法律
博主袁亚洋为您厘清不同
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的适
用情形。

其实，《劳动合同法》对
于经济补偿金只规定了四种
情形，N、N+1、2N 以及 N+
X。前三种我们都耳熟能详，
可怎么还有个N+X？

袁亚洋表示，实际上，广
泛被企业运用的“裁员”属于
协商解除，而协商解除的赔
偿标准就是N+X。“因为协商
解除的前提是需要员工同
意，所以这个X可以是 0，可
以是3，甚至可以是1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
到很多企业在“裁员”时存

在不同的赔偿标准，正是因
为对于 X 值的确定是不尽
相同的。

作为最为常见的补偿金
的计算方式，N+1的适用也
有严格的前提，除了协商解
除，N+1只有三种情形：分别
是医疗期满不能工作、不胜
任工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这三种情形也属于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
动关系的情形，如果用人单
位没有提前 30 日通知员工
单方解除，就需要支付 N+
1。如果提前 30 日通知，则
只需要支付N。不过，用人
单位依据这三种情形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操作不
当，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违
法解除。

这就会涉及到第三个计
算标准——2N。不过，2N的

前提是认定企业解除劳动合
同违法，往往需要员工申请
劳动仲裁进行主张。

说了这么多，N 究竟是
什么？袁亚洋介绍，N相当
于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经济性裁员、劳动合同期
满、劳动者开始领养老金等
情形适用N的赔偿标准。根
据法律规定，工作年限不满
半年的，按照 0.5计算，满半
年的，按照 1 计算。举个例
子，如果员工在职时间刚刚
满 1年 6个月，则N应该按照
2计算。

袁亚洋强调，N 的计算
标准是员工的税前12个月的
平均工资，“因为年终奖、员
工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同样
属于工资总额的一部分，所
以这些项目当然也需要计算
在内。” □阚纯裕

百事通先生：
近年来，我供职的公

司效益逐渐变差，以致于
经常拖欠工资。无奈，我
只好申请辞职，并在辞职
书上写明辞职原因是工资
被拖欠。我在辞职后的半
年里虽多次去公司追讨欠
薪，但均无果。现在，我想
把公司告上法庭，但听说
要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然
后才能起诉，耗费时间可
能很长。

请问，劳动者在追讨
欠薪方面有没有一些便捷
方式？

读者 郎永新
郎永新同志：

你好!根据法律规定，
对劳动争议的处理一般采
取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
序，即只有在经过劳动争议
仲裁程序后，才可以向法院
起诉。不过，有关欠薪的处
理程序可以例外，有以下便
捷方式可供选择：

一是向人社局投诉处
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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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
报酬。”据此，你可以到人
社局投诉公司。人社局经调查属
实后会签发责令公司支付欠薪的

《劳动监察指令书》。如果公司置
若罔闻，人社局会再作出《行政处
理决定书》，指令公司支付欠薪并
向你加付赔偿金。如果公司仍不
理睬，人社局会依法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二是若有工资欠条，可直接

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
五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
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
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
涉 及 劳 动 关 系 其 他 争 议
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
议，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
事纠纷受理。”据此，如果
你持有公司出具的工资欠
条，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公
司，由法院按普通民事纠纷
立案审判。

三是若无工资欠条，可
以直接申请支付令。支付
令是指法院根据债权人的
申请，不经庭审程序，就可
作出的督促债务人清偿债
务的法律文书。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
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
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
付令。”《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四条规定：“债权人
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
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
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
法院申请支付令：（一）债权
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
纠纷的；（二）支付令能够送

达债务人的。”
据此，如果公司拖欠你工资

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你可依法
申请支付令。法院受理后即向公
司发出支付令，公司应在15日内
清偿欠薪或者提出异议。15日内
不履行支付令又不提出书面异议
的，你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百事通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
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缴纳
个人所得税：（一）工资、薪金所
得；（二）劳务报酬所得；（三）稿
酬所得；（四）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五）经营所得；（六）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七）财产租赁所
得；（八）财产转让所得；（九）偶
然所得。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
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

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
申报，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
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居民个
人取得综合所得（即第一项至第
四项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
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
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
也就是说，企业职工的薪酬等所
得，都是由单位代缴的。

□朱奕睿

“因工中暑”认定工伤难在哪里
高温袭来，酷暑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引发公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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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哪些所得要缴纳个税
连日来，西安气温不断攀升，火辣辣

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人在太阳下站一会
儿，就会大汗淋漓。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
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陕
西省室外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 25
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在烈日下奔跑的外卖骑手、快递小
哥、网约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收到

这笔津贴吗？8月 11日，记
者调查发现，用工形式相对
稳定的快递行业要优于外卖
和同城配送行业。而用工形
式复杂的众包等灵活就业兼
职骑手情况不容乐观，一些
法规、政策享受对他们而言
还是空白，高温下的劳动权
益难以得到保障。

“我们有高温津贴，超过
35℃每天25元。”在西安市富
源三路附近，一名正在派送

快递的顺丰快递员说。他与公司站点签
订了劳动合同，每年到此时，他的工资中
都有一笔高温津贴费用。

而在洒金桥附近，京东物流的快递
员小罗也表示，公司给员工发放了高温
津贴，也会给快递员发放藿香正气水、矿
泉水等降温物资。骑电动车，拨打电话，
送快件……小罗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标
准动作”。记者注意到，满脸的汗水淌到
了小罗的下颚，他用手简单地抹了一把，
随即又骑车匆匆奔向了远方。

“我们督促各家快递企业严格落实
高温津贴，要防止快递小哥在高温天气
中暑。”西安市邮政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
主席冯丽梅介绍，“近期我们已组织各家
快递企业开展‘送清凉’活动，为快递员送
去防暑药品、清凉油、饮料等物资。近期，
西安市邮政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还将联
合西安市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

在西安市多个商圈，记者随机采访
了 10多位外卖员和同城配送骑手，他们
大多表示只听过这笔钱，但平台并没有
发放高温津贴或者将此清晰列出。

某外卖平台的众包骑手李微说，自
己没有高温津贴。但是在抢到一些送餐
订单时，会有两块钱的奖励。“这个相当
于就是高温津贴了吧？”他疑惑地说。即
使是与站点有劳动关系的专送骑手，也
有人表示并没享受到高温津贴。

同城配送骑手王师傅说，平台没有针
对骑手的高温津贴。截至下午，他跑了4
单配送。感到天气炎热，他才暂时关闭系
统，在路边休息休息。“跑够一定数量订单
后，才会有奖励。”王师傅说，这样的奖励，

也不清楚是不是一种津贴或补贴，“有单
独的高温津贴当然就更好了。”

记者采访发现，外卖骑手分为专送、
众包等多种用工形式，与平台签约的专送
骑手高温权益落实情况相对较好，但众包
的灵活就业兼职骑手情况则较为复杂。

“由于众包等灵活就业兼职骑手并
未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法律法规并未
强制要求企业向外卖送餐员支付高温津
贴。”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律师陈洁
说，在相关部门政策文件倡导和鼓励下，
企业应当给予这部分外卖骑手适当补
贴，为他们配备相应的防暑降温物资，最
大限度地减少高温酷暑而引发的职业病
危害。

陈洁说，企业自发的激励举措和法
定规定的津贴并非平等含义，高温津贴
是工资的一部分，企业未及时发放高温
津贴的，劳动者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建
议加大防暑降温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配
置，平台企业也要考虑在高温天气优化
工作安排，降低劳动强度。

□本报记者 郝佳伟

奔跑的快递外卖小哥高温津贴如何保障
律师建议：企业未及时发放，劳动者可申请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