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我父亲张老先生与我母亲魏
女士系夫妻关系， 婚后生育有我
大哥张一、 我二哥张二、 我大弟
张三 、 我二弟张四和我五个子
女。 我是女孩。 我父亲张老先生
于1995年2月1日去世， 我母亲魏
女士于1997年3月10日去世 。 二
人生前未留有遗嘱。

1993年9月8日， 我父亲张老
先生与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管理
局签订房屋买卖契约， 载明我父
亲张老先生购买海淀区某楼的
306号房屋， 房价款12257元。 该
房屋于1993年10月8日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 登记在我父亲张老先
生名下。 购买时父母经济能力有
限， 母亲没有工作， 父亲也问过
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是否购买，
但是四人均称自己单位有房自动
放弃购买， 就商量由我和我爱人
出资购房， 二老去世后就把这个
房屋给我， 当时对此我大爷、 伯
伯、 舅舅、 表哥都可以证明， 之
后我一直居住在这里。

父母生前一直居住在小区的
小平房内， 我平时对父母在生活
上尽最大义务和孝心， 对父母予
以悉心照料， 在父母生病住院期
间都是由我们夫妇进行看护的，
母亲最后40天也是跟我一起生活
的； 父母的住院安葬都是我在处
理 ， 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
务。 我对父母尽心尽力， 父母遗
愿就是将房屋给我， 已经形成了
口头遗嘱。 但现在哥哥和弟弟认
为父母没有留下遗嘱， 应该与我
平分父母的遗产。

请问： 我对父母尽了主要赡
养义务， 我在分割遗产时是否应
该多分？

职工： 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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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 》 明确规定 ， 遗产
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
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
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本案中， 据张女士所述， 涉
案的306号房屋系张老先生 、 魏
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依据
房改政策购买， 故该房屋应为张
老先生 、 魏女士的夫妻共同财
产 。 张女士出资购买了涉案房
屋， 同时对父母尽心照顾， 尽了
主要的赡养义务， 考虑房屋的来
源、 个人所占份额、 房屋使用状
况因素， 张女士对遗产的贡献较
大， 且对父母又尽了主要赡养义
务 ， 所以 ， 张女士应当多分遗
产。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可依法多分财产

照顾父母较多
能否多分遗产？

“三年了， 这件事一直压在
我们全家人的头上， 现在终于轻
松了 ， 晓雯在天有灵也能安息
了。” 11月13日， 赵晓雯的父亲
老赵接过5万元补偿款时， 额头
的皱纹似乎舒展了一些。

从女儿出差时发生交通事故
意外死亡， 到索赔遭拒， 再到申
请劳动仲裁 、 一审二审成为被
告， 老赵从山西老家往返北京无
数次。 如今， 通过工会调解， 他
终于拿到了单位给女儿的赔偿，
这起持续三年的劳动纠纷终于划
上了句号。

员工出差被撞死亡
单位否认劳动关系

2011年11月14日晚上8点多，
在山东京台高速路上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 由北向南行驶的一辆轿
车被一重型货车追尾， 小轿车中
有一男一女当场死亡。 当地交通
部门认定， 此二人无过错行为。
从死者随身携带的工作证、 名片
和介绍信来看， 女的叫赵晓雯，
男的叫季勇， 其单位为北京某报
社。

老赵到山东处理女儿的后
事 ， 期间单位领导也来到事发
地， 当场给了他8000元抚慰款。

“我有三个孩子， 晓雯是老
大， 也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我
们都是普通农民， 全家把希望都
寄托在她身上了， 没想到大学毕
业刚工作8个月就遇上车祸走了。
她是在采访路上出的事， 单位怎
么能只给这点赔偿呢？” 他告诉
记者。

他找到单位领导， 要求为女
儿申请工伤认定， 对方拒绝了，
称赵晓雯与报社没有劳动关系。

老赵很诧异： “晓雯大学毕
业后， 于2011年3月到报社求职
并得到录用， 当月起开始实习，
同年6月转为正式员工， 其岗位
为采编。 不仅有工作证、 名片、
介绍信等， 还有她在报纸上刊登
的13篇署名实习记者的文章作
证， 怎么现在就不是报社的员工
了呢？

无奈， 老赵向仲裁委申请仲
裁， 要求确认赵晓雯与报社存在
劳动关系；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支付女儿因公死亡的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 供养家属
抚恤金等费用。

员工申请仲裁维权
劳动关系获得确认

面对老赵提出的要求， 单位
称从未与赵晓雯签订过劳动合
同， 也未向其支付过工资、 缴纳
过社会保险， 她也从没接受过报
社的考勤管理。

对于她的身份， 报社副社长
胡先生称： “赵晓雯是受与我单
位合作广告代理公司的指派从事
相关工作的。 根据单位规定， 我
们从未接收她为实习记者， 她只
是作为一般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
章， 其实习记者的署名未得到我
单位许可， 这是由于报社内部在
版面管理上的疏漏所致， 但并不
能以此来证明她与报社就存在劳
动关系。”

针对赵晓雯遗物中有报社
名称的工作证和名片， 单位表示
从未向她发放过此证件， 而且其
工作证的制式和内容， 与报社发
给员工的证件完全不符。 名片则
是随便找个小店就可以印制的，
更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的证据。

对于介绍信 ， 报社称这是
2011年11月11日， 经相关部门 、
领导签字， 报社开具供季勇、 赵
晓雯、 张程等三人使用的采访介
绍信， 有限期为10天。 单位负责
人强调， 介绍信上批准的采访地
点是辽宁海城， 但交通事故却发
生在山东， 对此单位并不知情。

老赵提出， 一同出车祸的季
勇是赵晓雯的主管， 他与报社存
在劳动关系， 女儿自然也是该单
位的员工。 报社却不这么认为，
表示单位与季勇确实签订过劳动
合同， 赵晓雯只是作为广告代理
公司的人来协助季勇采访的， 这
也是为何介绍信上有她名字的原
因。

仲裁委认为， 因单位对老赵
出具的刊有赵晓雯署名实习记者
文章的报纸、 采访介绍信的真实
性不持异议 ， 对此证据予以采
信。 虽然单位对工作证、 名片等
不认可， 但其不足以对抗已采信

证据的证明力， 最后裁决赵晓雯
与报社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鉴于
赵晓雯尚未认定工伤， 所以对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
供养家属抚恤金等请求不予处
理。

单位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输官司再上诉

仲裁委裁决女儿跟单位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 ， 老赵刚要松口
气， 却意外收到法院的传票， 他
成了被告： 报社不服， 到法院提
起诉讼。

法庭上， 为了推翻赵晓雯在
报纸上刊发文章时署名实习记者
的证明力， 单位一广告版编辑出
庭作证： “她不是我单位的人，
对她完全没有印象。 我的职责是
只对文章本身是否跟政策相违
背、 是否有错别字进行审核， 标
题、 署名不归我管。” 他明确表
示清楚广告人员不得从事新闻活
动的法律规定， 也知道季勇是报
社记者， 但对数次季勇在前署本
报记者、 赵晓雯在后注实习记者
的署名方式， 表示这不是自己的
责任范围。

接着， 单位一位高级业务经
理到庭， 他说： “我负责广告经
营， 在单位工作4年多， 认识赵
晓雯， 但不是同事关系。 广告公
司2010年举办了一次联谊会， 我
应邀去参加活动， 是她接待的我
们， 所以就认识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 单位主张
赵晓雯是广告公司的人员， 但未
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遂驳回
单位诉求， 判决双方存在事实劳
动关系 。 单位不服上诉到二中
院， 再次把老赵推上了被告席。

工会出面进行调解
家属终获5万补偿

二中院受理此案后， 了解到
虽然这只是一起拖了三年的确认
劳动关系案件， 但判决后还会引
发赔偿等相关诉讼。 为了彻底解
决双方的矛盾， 法官将这起案件
委托给北京市总工会先行调解。
10月27日， 双方当事人来到设在
市总法律服务中心的市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的调解室， 工会调解员
常卫东为他们进行调解。

“赵晓雯跟着季勇拉广告 ，
跟报社没关系， 像她这种在单位
备案的有7个人。 仲裁和法院都
认为她跟单位有事实劳动关系，
我们尊重法律， 但这官司要打到
底。 从情理上说， 人死了， 可以
再给些抚恤金， 但不能认定事实
劳动关系。” 一上来， 单位的胡
先生就表明了观点。

常卫东对他说： “那好， 咱
们背靠背调解 ， 我跟老赵先聊
聊。”

看单位的人走出调解室， 常
卫东对老赵说： “通过认定事实
劳动关系， 再进行工伤认定， 然
后再要求赔偿， 是这样吧？” 对
方点点头。 “孩子已经走了三年
官司还没见分晓， 等法院终审完
单位再申诉， 即使最后您赢了，
要认定工伤、 索赔， 还得从头再
打官司 ， 说不定又得花很长时
间。”

老赵叹口气： “我们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 ， 没想到摊上这事
了。”

“咱打官司不就为最后索赔
吗？ 如果跟单位做做工作， 直接
让他们支付赔偿， 省得您以后再
打官司了， 这样行吗？” 听调解
员这么一说， 老赵连连点头， 表
示最低给8万元就能接受。

跟单位一说 ， 胡先生直摇
头： “最多给2.9万元。” 常卫东
给他做工作： “单位不让步就只
能等判决， 输了就得承担责任，
对报社影响不好。 您也明白认定
劳动关系的作用， 后边可能有一
连串的官司呢。 人家这么大一姑
娘上班8个月就没了， 搁谁受得
了呀。 考虑到她家困难， 单位是
不是也应该给一定的经济帮助
啊？”

“好吧， 我们同意多给一些
抚慰金。” 胡先生松了口。

经过三个小时的耐心劝说 ，
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单位一
次性向老赵补偿5万元， 双方再
无其他争议， 这起持续了三年的
劳动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本文中劳动争议所涉及的
单位、 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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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调解帮家属早获补偿
实习期间车祸身亡 亲人讨说法三年未果

�■员工出差路上
遭遇车祸身亡

■家属讨说法历
时3年仍未果

■历经一裁一审
单位提出上诉

■工会调解当天
家属获得补偿

调解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