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司法局

子女欲强行出售
老人所住房屋
老人如何维权

案情介绍：
张某购买了一套两居室

房屋， 把该房屋登记在了老
父亲老张某的名下 。 此后 ，
老张某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
现在为了孩子上学需要， 张
某想置换一套学区房， 但多
方筹款之后仍然不足以支付
学区房的购房款。 为了筹足
购房款， 张某打算将老张某
住的这套房子出售出去， 老
张某却始终不同意， 认为如
果房子被卖， 自己就无房可
住。 儿子家虽然会置换一套
房子， 但是没有剩余的房间
可以提供给自己住 ， 而且 ，
这套房产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其有权居住。 最近老张某发
现经常有中介带着不同的人
上门看房， 经过了解， 原来
是儿子张某已经委托中介出
售该房屋了。 老张某情急之
下， 来到霍营街道法律援助
工作站寻求法律帮助。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接待了老张某，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联系到了
其儿子张某并进行劝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
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可见，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经登记才能有效，所以房
产登记在老张某的名下，该房
产就属于老张某自有的房产。
虽然张某实际出资了，但张某
对该房产不享有所有权。

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三
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妥善安
排老年人的住房， 不得强迫
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
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
房，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
侵占， 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
系或者租赁关系。 根据本条
款规定， 该房产属于老张某
的自有住房， 儿子张某不得
侵占 ， 擅自改变产权关系 ，
随意处分， 所以张某无权出
售该套房产。

再次， 从人情伦理上来
讲，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父慈子
孝，子女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
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
张某目前遇到的置换学区房
的困境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
没必要非得把老父亲住的房
子给卖了。而且如果张某的孩
子知道张某为了自己上学把
爷爷住的房子卖了，结果导致
爷爷无房可住，孩子会怎么想
自己的父母。作为家长应该为
孩子做好榜样。

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 ，
张某终于同意不出售老张某
住的房子， 表示自己再想想
其他办法解决孩子的学区房
问题。 老张某也终于放下心
来， 父子间紧张的关系也逐
渐缓和。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张行是从外地进京打工的农
民工， 入职不足2个月便在打扫
卫生时从楼上摔下。 为逃避赔偿
责任， 其所在保洁公司不仅不为
他申请工伤认定， 还拒绝支付医
疗费用及医疗期工资。

被逼无奈， 张行将保洁公司
告到仲裁和法院， 想通过诉讼程
序认定工伤并进行索赔。然而，该
公司为拖延诉讼、迟延赔偿时间，
先后3次采取玩“失踪”的把戏，逼
使仲裁和法院不得不采取公告方
式向其送达法律文书。此后，在裁
决判决即将生效时，该公司就“浮
出水面” 或起诉或上诉积极行使
权利，搞得张行折腾3年多、历经7
次诉讼也未拿到赔偿。

面对窘境， 张行只得回老家
养伤， 同时委托北京公益律师张
志友全权处理索赔事宜。 在张律
师坚持下， 保洁公司最终未能逃
脱赔偿责任。 3月1日， 面对法院
的强制执行压力， 公司乖乖支付
了19万元赔偿款。

高空摔落受工伤
单位拒绝负责任

2015年3月， 张行入职北京
一家保洁公司。 公司老板口头表
示， 让他担任保洁员职务。 保洁
公司承包某大厦的保洁业务后，
就安排张行到该大厦打扫卫生。
在大厦工作一个月后的一天， 大
厦工作人员说一楼平台上比较
脏， 让他上去打扫一下。

在平台打扫卫生过程中， 张
行意外从一楼平台上摔落下来，
并直接摔进地下室里。 由于伤势
严重， 同事及大厦工作人员将张
行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诊断结果

为腰椎、 骨盆等多处骨折。 住院
治疗期间， 保洁公司拒绝向张行
支付医药费及医疗期工资。

由于入职时保洁公司未与张
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发生工伤
后 ， 公司虽不否认他是公司员
工， 但主张张行受伤是受大厦工
作人员指派造成的， 张行应当向
大厦索赔。

张行提出想认定工伤， 保洁
公司不同意他这个请求， 拒绝为
他办理工伤认定申请手续。 在此
情况下， 张行自己向人社局递交
了工伤认定申请。

人社局调查时， 公司竟然否
认与张行存在劳动关系。 无奈，
张行只得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
求 裁 决 确 认 与 公 司 之 间 的 劳
动关系。

公司首次玩失踪
仲裁败诉提诉讼

但是， 对于如何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仲裁需要什么证据？ 张
行完全不知道。 经朋友介绍， 他
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寻求帮助。 该中心通过
审查， 认为他符合法律援助的条
件， 于是安排张志友律师为他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

2015年6月，张律师代张行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
裁申请， 请求确认张行与保洁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可是，在仲裁期
间，保洁公司突然“失踪”了。

仲裁委无法向保洁公司送达
开庭通知等法律文书， 只能公告
送达。 2016年7月， 仲裁委缺席
审理本案后， 裁决确认张行与保
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裁决文书生效日期即将到
来时， 失踪一段时间的保洁公司
突然出现了。原来，该公司并未失
踪，只是处于隐身状态。在隐身过
程中， 该公司时刻关注着仲裁进
展状况。得知仲裁裁决后，该公司
在裁决生效前一天以不服仲裁裁
决结果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保洁公司提
出其与张行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
讼请求，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相反， 张行递交的工作服、 员工
卡等证据， 足以证明其与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据此， 判决驳
回保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保洁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
上诉至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审理
后 ， 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终审判决
驳回保洁公司上诉请求， 维持一
审判决。

工伤认定过程中
公司再次玩失踪

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张行与保
洁公司的劳动关系后， 张行再次
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局
受理其申请后， 前往保洁公司调
查张行受伤具体的原因， 及事故
处理等情况。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 人社局
工作人员到了公司注册的办公地
址， 这里再次人去楼空， 保洁公
司又失踪了。

尽管没有找到公司的人， 也
没能听取其意见陈述， 人社局依
据法院判决及张行、 大厦工作人
员讲述的情况， 于2017年3月作
出工伤认定结论， 认定张行所受
伤害属于工伤。

因工伤认定书送达保洁公司
才能生效， 在公司 “失踪” 的情
况下， 人社局工伤部门在 《工人
日报》 上发布公告， 向公司公告
送达了工伤认定结论。

张行被工伤认定后， 很快向
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委员会申请劳
动能力等级鉴定， 经鉴定其符合
8级工伤标准。

无理状告人社局
公司企图再破灭

依据工伤认定结论及伤残等
级证明， 在保洁公司拒绝支付工
伤赔偿的情况下， 张律师代张行
向仲裁委再次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请求裁决公司依法向张行支
付工伤待遇。

在等待仲裁开庭审理本案过

程中， 保洁公司第三次 “失踪”。
仲裁委公告向公司送达法律文书
后缺席审理。 张行在仲裁申请中
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要求
公司支付各项工伤待遇的同时，
向其支付离职经济补偿。

仲裁裁决认为， 张行在仲裁
立案前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至
审理时劳动关系并未解除， 故裁
决支持其工伤待遇主张， 驳回离
职补偿请求。

张行对仲裁裁决不服， 向法
院提起诉讼。 起诉前， 张行向保
洁公司邮寄辞职信， 提出解除劳
动关系。

法院审理时， 保洁公司出现
了， 还要求法院驳回张行的全部
诉讼请求。 与此同时， 保洁公司
提出其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 要
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后， 法院
中止本案的审理。

在行政诉讼中， 保洁公司提
出对张行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
请求法院撤销该工伤认定结论。
法院追加张行为第三人， 参与该
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认
为张行不属于工伤， 应当承担举
证责任 ， 但其未提交相应的证
据。 张行作为公司保洁员， 受指
派在大厦从事保洁工作时受伤，
虽保洁公司认为不属于工伤， 但
在人社局指定期限内未提交证
据， 人社局依据调查结论及张行
的证据， 认定张行属于工伤， 该
认定结论正确， 故驳回公司的诉
讼请求。

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 上诉
至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民事案恢复审理
公司被迫付赔偿

行政诉讼结束后， 法院恢复
张行工伤待遇索赔案审理。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张行已
经由生效判决确认与保洁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保洁公司要求撤销
工伤认定的申请也被法院生效判
决予以驳回， 保洁公司应当支付
张行相应的工伤待遇， 经法院核
算， 判决保洁公司一次性赔偿张
行各项工伤待遇合计19万元。

公司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近日，张行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在法官欲对保洁公司老
板采取拘留措施时， 公司马上筹
足款项兑现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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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王某是邮政快递员， 在上班

期 间 搬 运 邮 包 时 ， 他 感 觉 有
异 物 进 入 眼 睛 ， 就 用 手 去 揉
眼 睛 。 当天没什么事 ， 但第二
天上班的时候， 同事发现王某的
眼 睛 非 常 红 ， 建 议 他 去 医 院
看一下。

王某去医院就医后， 医生诊
断结论为角膜炎 ， 需住院5天 。
出院后， 王某的眼睛看东西还有
一些模糊。 他想知道， 像这种情
况算是伤害， 还是生病？ 能不能

认定为工伤？

答：
首先要区分是伤还是病。 在

考虑是否属于工伤时， 两者的适
用条款是不一样的。

角膜炎是因角膜外伤、 细菌
及病毒侵入角膜引起的炎症， 其
自身属于一种疾病。 《工伤保险
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规定， 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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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

同工伤。 王某感染角膜炎显然不
符合这一条件， 不能以此为理由
认定或视同为工伤。

王某是否受有外伤呢？ 如果
在工作时 ， 有异物进入王某眼
睛， 导致其眼角膜受伤， 并进一
步引发角膜感染 ， 在这种情况
下 ， 可以认定其角膜受伤为工
伤 ， 也不宜认定角膜感染为工
伤。 因为角膜感染本质上依然是
疾病， 而非伤害； 角膜感染的致
病原因很多， 并非眼伤通常或必
然的一个后果 。 如果经医学诊

断 ， 角膜感染确实是眼外伤所
致， 可以考虑将角膜感染作为伤
害的一个后果进行治疗。

本案中， 王某是在第二天眼
睛发红的， 即便在医学上也很难
判定其与前一天 “感觉异物进入
眼睛” 有因果联系。 另外， “感
觉” 不等于事实， 更不等于有证
据可以证明的事实， 很难证明王
某在工作时有异物进入其眼睛。
“伤” 难以成立， 自然也就不存
在认定工伤的问题了。

（李德志）

角膜炎能否认定工伤？

高处摔落受工伤 单位竭力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