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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应当如何休？该休未休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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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班离岗带老母就医
遭遇事故不构成工伤
编辑同志：

半年前， 我在上班期间
突然接到老母电话， 说其肚
痛难忍。 我担心被扣除出勤
奖， 加之距离下班仅一个小
时， 便没有向领导请假， 也
没有告诉同事， 即匆匆驾驶
摩托车下班回家， 准备送老
母去医院治疗。

不料， 途中因与一辆面
包车碰撞， 导致我受伤后不
仅花去7万余元医疗费用 ，
还落下九级伤残。 交警部门
认定对方司机负事故的主要
责任， 我负次要责任。 社会
保障部门对我作出了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 ， 我提起了诉
讼， 可法院近日也驳回了我
的工伤认定请求。

请问： 我 “翘班” 而去
事出有因 ， 伤害确实发生
在 下班途中 ， 且对方司机
负主要责任， 怎么就不构成
工伤？

读者： 刘艳菊

刘艳菊读者：
你的确不构成工伤。
一方面， 你的伤害并非

发生在工伤意义上的 “上下
班途中”。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四条第 (六 ) 项所规定的 ：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
定为工伤， 包括三个构成要
件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
要件 ， 即 “上下班途中 ”
“非本人主要责任” “事故
伤害”， 你虽然具备 “非本
人主要责任”、 交通 “事故
伤害” 的要素， 但并非属于
“上下班途中”。

就 “上下班途中” 的界
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 《关于工伤保险有关
规定处理意见的函》 （人社
厅函 [2011] 339号） 中已作
出明确限定， 即 “是指合理
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
下班路途”。

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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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也
指出：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认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班
途中’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
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 在
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
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
活所需要的活动 ， 且在合
理 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 （四） 在合理时间
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
途中。”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它们有一个 “合理时间” 的
共同要求 。 判断是否合理
的 关键之一 ， 无疑在于是
否属于正常上下班。 而你离
开工作岗位时 ， 距离下班
还 有一个小时 ， 且既没有
向领导请假， 纯属 “翘班”
离岗， 甚至没有告诉同事，
目的只是为了送老母去医
院 治疗 ， 而非为了公司的
利益 ， 明显不在正常下班
之列。

颜东岳 法官

【案例1】
带薪年假系法定
违法违规须纠正

小徐在一家个体书店工作1
年多时间后想出去散散心 ， 于
是， 他就在2019年12月初向老板
提出休几天年假的申请。 不料，
老板竟然说自己是个个体户， 哪
来什么年休假？ 小徐虽然知道自
己依法享受有年休假， 但面对老
板的拒绝， 他不知如何是好。

【点评】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以下简称 《条例》） 第2条
的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
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
续工作1年以上的， 均有权享受
带薪年休假。

《条例》 第3条规定： 累计
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
天； 满10年不满20年的， 年休假
10天； 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

本案中， 小徐作为个体户的
雇工， 也依法享有年休假。 鉴于
老板不准休年假且理由不能成
立， 小徐可以投诉， 由劳动保障
部门责令该书店限期改正。

此外， 《条例》 第5条规定：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
天数， 单位应按该职工日工资收
入 的 300%支 付 年 休 假 工 资 报
酬。” 因此， 小徐若最终未能够
休年假， 则有权要求老板按上述
标准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如果
老板拒不支付， 则由劳动保障部
门责令限期支付。 若老板逾期仍
不支付， 劳动保障部门还可以责
令其按小徐应得年休假工资报酬
的数额加付赔偿金。 如果该书店
仍置之不理， 就小徐应得的年休
假工资报酬和赔偿金， 小徐本人
和劳动保障部门均可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案例2】
单位统筹安排年休假
职工无权擅自休

2017年8月，小马入职某某网
络公司。 2019年12月，小马因家中
有事， 向公司申请休5天年休假。
然而，公司称岁末年初任务重、缺
人手，暂不批准其休假，并称年底
会发给一笔年休假工资报酬。

小马认为 ， 尽管公司不批
假， 但休年假是其享受的法定权
利， 自己有权自行休年假。 公司
严正指出， 未获批准就自行休年
假， 会按旷工处理的。

小 马 对 公 司 的 说 法 将 信
将 疑。

【点评】
《条例》第5条规定：“单位根

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
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
休假……”一般情况下，职工休年
假是由本人申请， 单位审批同意
后方可执行。 审批的过程就是双
方协商沟通的过程， 内容包括休
假日期和时间长短。 双方协商沟
通时，虽然单位要“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 但这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最终要由单位“统筹安排”，决定
权在单位，即单位有权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批准
职工此时休假。

另外，《劳动法》 第3条规定：
“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
业道德。 ”因此，如果未经单位批
准，职工是不能擅自休假的。

本案中， 如果小马认为公司
不批年休假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
可以通过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来
解决， 但不能自行决定休年假。
如果自行休年假， 单位有权根据
其制定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甚
至 可 以 按 旷 工 处 理 并 解 除 劳

动合同。

【案例3】
组织旅游系福利
难以代替休年假

朱某在公司从事行政管理，
且系初次入职。 2019年度， 朱某
因忙于工作 ， 未申请休年假 。
2019年10月31日双方的劳动合同
期满 , 公司决定不再续签。 办理
离职手续时， 公司给朱某结清了
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但未支付其
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 朱某提出
异议。 公司答复说， 朱某参加了
公司在5月份组织的旅游5天， 应
视为其已享受了年休假。

朱某认为， 旅游福利不能代
替年休假待遇， 而且公司也未事
先特别说明， 故坚持主张年休假
工资报酬。

【点评】
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自由支

配休息、 放松的时间。 而用人单
位给劳动者的各种福利待遇， 如
安排集体旅游 、 报销旅游费用
等， 只是激励员工劳动、 提高员
工待遇的一种举措， 但毕竟不是
职工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因此不
能与年休假相混淆。 何况该公司
也未提前声明是以旅游时间折抵
年休假的 ， 好让朱某选择 ， 因
此， 应认定朱某未休2019年度年
休假， 该公司应支付给相应天数
的年休假工资报酬。

在实践中， 有些用人单位还
有其他一些规避年休假的做法，
包括： 要求职工签订 “无年假 ”
或放弃年假的协议； 以待岗期限
或探亲假、 产假、 婚丧假折抵年
休假期限； 设定休年假的时限，
逾期作废 ； 对职工未主动申请
的， 视为放弃等等。

职工遇到上述情况时， 均可
向劳动保障部门举报， 或者申请

劳动仲裁。

【案例4】
休假天数依法定
工作年限累计算

张某于2018年7月1日入职B
印刷公司， 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
劳动合同。 入职前， 张某已经在
A印刷公司工作12年。

2019年1月， B公司公布了职
工休年假计划， 张某看到自己的
年休假天数仅为5天， 遂提出异
议， 认为自己之前在A印刷公司
工作年限应当累计， 并提交了相
关部门出具的 《工龄证明》， 但B
公司认为， 累计工作时间只限于
在同一单位工作年限的累计。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点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4条规定： 职工在同一
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 以
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 应当计为
累计工作时间。 本案中， B公司
对张某在A公司的工作年限不认
账， 显然错误， 张某应享受的年
休假应当为10天。

如果张某2019年度只休了5
天年休假， 那么对于未休的5天，
可以要求B公司按其日工资收入
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 其中，
包含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
的工资收入。 如果B公司拒绝支
付， 张某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投
诉， 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若对
仲裁裁决不服， 还可以自收到裁
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

由于劳动者对自己在其他单
位的工龄要承担举证责任 ， 因
此 ， 劳动者应当保管好档案记
载、 社保缴费记录等材料， 以便
确定自己的累计工作时间。

潘家永 律师

案情介绍：
赵某和钟某结婚多年， 虽然

感情很好但是始终没有孩子。 赵
某作为丈夫非常想成为一个父
亲， 赵某的父母也十分渴望抱孙
子，这么多年来，钟某始终没有怀
孕。 一日， 赵某在打扫卧室卫生
时， 发现抽屉里有一年前钟某去
医院妇产科人工流产的病历本和
药以及相关的票据。 赵某感觉晴
天霹雳， 立即拿着票据和病历本

到钟某面前让钟某给个说法。 钟
某向赵某坦白了自己其实并不想
生小孩的想法， 但是见赵某这么
渴望小孩，狠不下心向钟某坦白。
赵某认为自己的生育权被侵犯了
要求跟钟某离婚， 并且要求钟某
赔偿其精神损害。钟某十分无奈，
向昌平区史各庄公共法律服务站
咨询。

法律分析：
首先，根据《婚姻法》第46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
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钟某没有
符合上述情形的行为， 所以赵某
无权请求损害赔偿。 其次， 根据
《婚姻法解释三》第9条规定，夫以
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
由请求损害赔偿的， 法院不予支
持;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
纷，致使情感确已破裂，一方请求

离婚的，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
《婚姻法》第32条第（5）项规定处
理，准予离婚。

妻子擅自终止妊娠不侵犯丈夫生育权
·广告·

最近， 国家发改委、 中组部、 人社部等九部门发布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要求加快推动落实带薪休假。 以下4个案例告诉劳动者———

每逢国庆等节假日， 人们都扎堆出游， 这恐怕与未能享受年休假不无关系。 2019年人社部对
部分城市的调查显示， 有超过半数的职工享受了带薪年休假。 这意味着， 有近半数的人还没有享
受到年休假。

今年11月24日， 国家发改委、 中组部、 人社部等九部门发布的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
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指出： 加快推动落实带薪休假。 用人单位对履行落实带薪年休假制
度负主体责任。 组织部门、 人社部门对用人单位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需要注
意的是， 除了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外， 劳动者也应知道如何维权并积极维权， 以共同促使年休
假普遍落地。 以下4个案例， 分别回答了劳动者如何休年假， 以及未休年假有什么待遇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