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
夏女士父亲于去年辞世后，

埋葬在一处墓园。 夏女士曾与墓
园管理处达成一份 《委托管理协
议 》 ， 约定 ： 夏女士每年缴纳
1000元管理费， 由墓园进行日常
管理与维护， 夏女士也可以随时
前去祭奠等。 中元节当天， 夏女
士按照乡俗， 前往给父亲烧纸钱
时， 因上山台阶上的石板松动，
而墓园管理处在长达三个多月的
时间里一直没有修复， 加之由于
天下小雨、 道路湿滑， 夏女士一
不留神被滑倒并不得不住院医
治。 期间， 夏女士曾打电话要求
墓园管理处承担医疗费用等。 但
其以夏女士对周围环境未尽注意
义务， 是导致自己受伤的根本原
因为由， 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请
问 ： 墓园管理处真的无需担责
吗？

说法

墓园管理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首先， 从消费角度上看， 墓
园管理处违反了自身作为经营者
的合同义务。 夏女士与墓园管理
处达成 《委托管理协议》， 并缴
纳相应费用后， 彼此之间已经形
成了消费合同关系。 而 《消法》
第18条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宾馆、
商场 、 餐馆 、 银行 、 机场 、 车
站、 港口、 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
经营者， 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消法》 第49条也指
出，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
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
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 正因为夏女士按照协议，
具有随时前去祭奠亡父的权利，
而墓园管理处明知上山台阶上的
石板松动， 却在长达三个多月的
时间里一直没有修复， 夏女士受
到的伤害恰恰又与之密切相关，
明显意味着其没有 “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自然也就必须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其次， 从侵权角度上看， 墓
园管理处违反了自身作为管理者
的法定义务。 《侵权责任法》 第
37条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
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相
关司法解释也指出， 从事住宿、
餐饮、 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社会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 其他
组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
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墓园管理处作为墓园这一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 明知石板已经
松动， 极可能导致他人伤害， 却
听之任之， 即因明显属于 “未尽
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
务”， 决定了其必须对夏女士遭
受的损害 “买单”。

【法律咨询台】

中元节烧纸遭遇伤害
墓园管理失当须担责
□本报记者 博雅

装修工搬钢管触电身亡 电力公司赔偿14万
□唐诗 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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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障 ，
社会保险系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
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费形成
社会保险基金， 在满足一定条件
的情况下， 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
得固定的收入的再分配制度。 其
具有强制性、 保障性等多方面的
特点 ， 与职工切身权益息息相
关。 然而， 实践中， 仍有部分企
业和职工对其特点认识不足， 因
而引发了一些争议。 同时， 在某
些特殊情况下， 社保如何补缴、
续缴也令一些职工颇为困惑。 为
此， 笔者结合下述案例， 对此做
一简要分析。

应聘工种属非全日用工
社保可由员工个人缴纳

当兵退伍后， 王某回到了家
乡 ， 不久应招去家乡一通讯公
司， 当了一名巡线工， 负责巡查
山间线路， 每月工作两天， 工资
500元。 公司每年与王某签订一
次劳动合同。 王某已经在这个公
司干两年了， 可公司一直没给王
某上养老保险。

说法：
《劳动法 》 第36条规定 ， 国

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
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40小时的工作制度。 《劳动
合同法》 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
式。 王某在通讯公司每月工作二

天，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
小时， 其应属于非全日制用工。
就非全日制用工的合同终止、 经
济补偿等问题， 《劳动合同法》
在第71条中对其作出了专门的规
定：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的
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
止用工。 终止用工， 用人单位不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对非全日制用工的养老、 医
疗社会保险问题没有规定。 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在其发布的 《关于
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社部发 【2003】 12号 ） 第10
条中有所涉及， 即 “从事非全日
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 原则上参照工商户的参
保办法执行。 对于已参加过基本
养老保险和建立个人账户的人
员， 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跨
统筹地区转移的， 应办理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转移、
接续手续。 符合退休条件时， 按
国家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

犯罪被辞社保断缴
刑满释放仍可续缴

张某是某公司的职工， 因盗
窃公司财产，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5年， 被单位开除了。 因其与
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 且已被收
监改造， 缴费停止。 张某服刑出
来， 要求单位继续缴费， 并享受
相关待遇。

说法：
根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决定》 第5条的规定以及劳动保
障部 《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
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和
《社会保险法》 的16条的相关规
定， 在职职工被判处拘役、 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或者被劳动教养并
被开除、 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
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 停止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 不计算缴费年
限， 服刑或教养前的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予以保留， 实际缴费
年限予以承认， 服刑或教养期间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待期满后
到劳动部门按规定办理有关手
续， 符合退休条件的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 对达到退休年龄， 缴
费不满15年的 ， 可以补缴至 15
年， 享受相关待遇。 没到退休年
龄就业后可继续缴费， 缴费年限
与服刑前的缴费年限可合并计
算。 退休时缴费合计满15年， 可
享受基本养老金待遇。

双方协商不缴社保
违反法律仍要补缴

因合同到期， 柳某所在单位
前些日子解除了与柳某的劳动合
同， 当初签劳动合同时， 柳某听
说自己也要交一部分费用， 一再
要求单位别给他上社会保险了。
根据他的要求单位就没给他上。
三年过来了， 合同到期了， 单位
按规定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 柳
某提出了社会保险问题， 要单位
补缴 。 单位过去的做法是否合
法？

说法：
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

险费不仅是用人单位的义务， 也
是劳动者的义务。 对于劳动者的
权利， 劳动者可以放弃， 对于劳
动者的义务必须履行， 无权予以
放弃 。 因此无论劳动者有无要
求， 用人单位都必须为其上社会
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该代扣
的个人缴费的部分必须代扣。

《社会保险法》 规定 ， 职工
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

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对
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
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的罚款。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
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也即， 就社
保费问题， 即使本人不愿意缴，
单位不缴也要受处罚。

效益不好擅自缓缴
做法违法仍应补缴

某服装加工公司， 加工的产
品主要对外。 受国际经济持续走
低的大环境的影响， 用户撤单，
开工不足， 公司效率下滑。 前不
久人事部通知员工， 公司决定减
缴养老费。 员工对此很疑惑。 公
司老总表示， 今后公司效率如果
继续下滑， 就不再缴纳养老保险
了。 职工遂咨询， 单位效益不好
就可以少缴或不缴养老保险吗？

说法：
《社 会 保 险 法 》 第 60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 、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非因
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
减免。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 在第12条中曾规定， 企业有
特殊困难， 特别是遇到了全球性
金融危机这样的困难可以缓缴但
不能免缴。 之前， 人社部、 财政
部和税务总局曾联合发布通知：
统筹地区在确保社会保险待遇按
时足额支付、 社会保险基金不出
现缺口的前提下， 经省级人民政
府批准， 对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困难企业， 可以在一定期
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 然而， 该
缓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 缓缴
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现在上
述缓缴执行的期限已过期。

非全日制用工社保咋缴？
刑满释放后社保能否续缴？
劳资双方能否约定不缴社保？
企业效益不好能否擅自缓缴少缴？

四问社保怎么缴？

2014年11月5日 ， 某铝合金
店 的 老 板 李 某 与 工 人 吴 某 一
起 到 农村为陈某房屋安装彩钢
棚， 李某将运来的钢管、 彩钢棚
以及工具卸车后就暂时离开， 吴
某随即将钢管和金属彩钢板搬运
进陈某房屋 ， 在搬运约6m长的
钢管时， 钢管上方接触到高压线
路上方熔断器， 导致吴某当场触
电死亡。

2014年11月20日， 陈某与李
某分别赔偿吴某父母2.1万元、 8
万元。

因与陈某、 李某、 电力公司
协商赔偿事宜无果， 2014年12月
26日死者吴某的父母将三方诉至

法院， 索赔各种损失共计55万余
元。

法院经审理对该案作出一审
判 决 ， 装 修 工 人 吴 某 死 亡 造
成 损 失 56万 余 元 ， 由 其 自 负
40%责任， 装修店老板李某承担
30%责任， 接受装修方陈某承担
5%责任， 电力公司承担25%的责
任。

说法：
本案中， 变压器外侧有安全

警示标语， 吴某作为成年人在搬
运钢管时未能认真观察周围环境
注意自身安全， 其对自身损害后
果存在一定过错， 应减轻其他被

告的赔偿责任。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 《电力设

施保护条例》 规定 “在一般地区
1至10千伏的导线的架空电力线
路保护区为5米， 架空电力线路
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
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
面内的区域。” “任何单位和个
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 不
得兴建建筑物、 构筑物”。 事发
时变压器断熔器的高压导线距离
房屋的距离显然不达标， 且无证
据证明吴某死亡系其故意或不可
抗力造成， 故电力公司应承担赔
偿责任。

根据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

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县
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
并采取安全措施后 ， 方可在电
力 、 电缆线路保护区内进行作
业”， 五金店老板李某到陈某家
安装彩钢棚前未经电力管理部门
审批， 且李某安全意识低下， 不
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能
力， 吴某作为其雇员， 在提供劳
务过程中死亡， 李某应承担赔偿
责任。

陈某请李某安装彩钢棚， 双
方形成承揽合同， 但因李某不具
备经营彩钢棚的相应资质及相应
的安全生产能力， 其存在选人过
失， 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颜东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