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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工会为职工讨回300万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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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被欠3个月工资
近百司机急了

顺义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和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公益
律师曹智勇闻讯后赶紧来到运输
公司。 当时， 这些司机已经在公
司打起地铺， 摆出一副不给钱就
不走的架势。

司机说： “我们出车是垫付
了油费和过路费的。 3个月不给
工资也不给成本， 家里就要揭不
开锅了。”

公司的临时负责人是老板的
亲属 ， 对眼前局面干着急没办
法。 他说， 司机是先开工再做工
资单， 然后根据工资单发放上月
工资的。 也就是说， 8月份公司
负责人涉案被抓时， 正要发7月
的工资。 可是， 从那时起公司的
财务陷入了停滞。 现在， 公司的
账目和电脑已被封， 连查7、 8、
9月三个月的工资单都不方便 ，
更别提拿出钱来了。

见此情景， 工会工作人员一
方面劝司机理智维权， 不能破坏
公司财物， 一方面要求企业公司
理解职工被欠薪的心情。

曹律师看到公司所处位置比
较偏僻， 司机们在这里不肯走，
食宿是个大问题。 于是， 就建议
公司尽快解决职工食宿问题。 否
则， 让职工饿着肚子要工资， 肯
定会激化矛盾。

工会调解团队了解到， 这些
司机平时都是从北京开车运着货
去外地， 再从外地接上货回京。
司机们听说公司老板出了事就把
大货车停在外地， 作为讨要工资
的筹码。 然后， 他们自己乘火车
来京讨要工资。 当时， 公司有一
百多辆大货车被司机控制。 而司
机们的诉求也很简单 ： “给工
资， 就还车。”

转机：
公司账目上进了一笔款项

2019年9月13日 ， 公司临时
负责人从被查封的电脑中调出职
工花名册和工资单。 司机们推出
了代表 ， 准备和公司方进行谈
判。 这时， 公司也有了好消息：
一个客户将一笔600多万元的资
金打到了公司账上。

这笔钱可以足额发放150余
名职工的工资， 其中， 包括100
名大货车司机。 这些司机的工资
中含有成本， 数额较高。 平均下
来 ， 一个司机约有一万多元工
资。 可是， 公司的账目还是查封
状态， 钱提不出来。

工会工作人员了解到， 这笔
钱是公司正常业务收入， 与老板
所涉刑事案件无关。 曹智勇律师
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进行协
调，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理解与支
持。 于是， 老板所涉及的案子要
办、 职工的工资也要发， 成为数
个部门的共识。

按照约定， 有关单位和工会
劳动争议调解团队于2019年9月
16日一起去银行提取职工的全部
工资。 住在公司的司机们听到这
些消息， 个个都非常高兴。

波折：
工资账目再次被查封

到了约定时间， 曹智勇律师
和职工代表、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第一个来到银行办理解封手
续， 想着尽快把钱拿出来解决困
局。 可是，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公司这笔账目只解封了十几分
钟， 来自武汉某法院的工作人员
又带着相关手续再次把账目查
封， 钱没能提出来。

武汉某法院的工作人员说，
这家运输公司购买的部分大货车
没有给齐货款， 现在还差1000多
万元， 卖家已经在武汉将公司起
诉了。

“这钱是我们的血汗钱， 你
们凭什么封？ 就算公司欠钱， 也
得先把我们的血汗钱给我们呀！”
随行的职工代表们当场将法院的

工作人员围住要评理。
曹律师和工会工作人员赶紧

出来劝解、 协商。 一开始， 武汉
某法院的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手上
拿着合法手续， 查封行为合理合
法， 也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主
张职工们另走法律渠道， 再找老
板要工资。

可是， 曹律师明白， 这些司
机们都是外地人， 来京打维权官
司时间长、 成本高。 再说， 账目
上的这笔钱能不能取出来， 关系
到他们眼下的生活， 他们不会轻
易作罢。

曹律师和武汉某法院的工作
人员商量， 这些司机们手里还控
制着数十辆大货车， 这些车辆的
价 值 肯 定 超 过 公 司 所 欠 的 货
款 。 用这些大货车作为抵押物，
账面上的现金提出来发工资 ，
这 样 双 方 的 合 法 利 益 都 能 得
到保障。

“这些大货车的所有权都在
公司。 职工们绝不能随便处置，
个人也处置不了。 他们拿着车没
有用处， 拿到工资才是他们的目
的。 但是， 这些车辆可以依法被
法院扣押， 进行司法拍卖， 保护
债权人的利益。” 曹律师说。

经过协商， 武汉某法院工作
人员同意把解封账户改为查封车
辆， 他们感慨到： “没想到北京
维护职工权益的力度这么大。”

谈判：
公司同意给付运输成本

2019年9月18日 ， 职工工资
从公司账目上划到法律志愿服务
中心公益账户， 职工的数百万元
工资得到了全额保障。

同年9月20日， 5名职工代表

以及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团队成员
和公司一方的负责人进行最后的
谈判。 职工们提出， 他们要买火
车票回老家， 拿到大货车再开回
北京 ， 舟车往返会有很高的成
本， 希望企业承担这些成本， 毕
竟他们跑到北京待了一个月， 来
回乘坐火车以及来回开车， 是因
为公司不按时发工资。

公司不同意司机们的主张：
“车是司机未经公司同意置留在
外地的 。 公司为什么要承担成
本？” 公司的临时负责人说， 即
使是要给车票钱和油钱， 也得司
机们先把车开回来， 再说成本的
事儿。

谈判一开始 ， 双方好像要
谈崩。

司机们说， 现在兜里确实没
有钱， 买回家的车票都有困难。
“公司还让我们在9月底之前把车
开回来， 我们怎么回去得给想办
法吧。”

公司表示：“以前司机出去，
按1元钱1公里给计成本和绩效。
那是因为司机把货拉回来， 公司
有盈利。现在是把空车放来回，公
司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怎么还要1
元钱1公里的钱呢？公司掏不起司
机要求的钱，顶多给一半，还得司
机把车先开回来再给付。 ”

在最后的谈判中， 调解团队
磨破嘴皮给双方做工作 。 一方
面， 向司机说明， 企业现在确实
有困难， 而且开着满载的货车和
空车 ， 付出也不一样 。 另一方
面， 向企业说明， 职工好几个月
拿不到工资了， 他们没钱回家，
要是不发放一些费用， 他们走不
了， 车也开不回来。

经过调解团队的努力， 职工
代表和企业方达成协议， 公司按
0.8元1公里支付司机成本 ， 并
承 担司机回老家的车票费用 。
但是工资和成本费、 路费都预支
一半， 等司机把车开回来， 再给
另 一 半 。 双 方 签 订 调 解 协 议
后 ， 司机们开始抓紧时间回老
家开车。

2019年9月21日到9月24日 ，
一共有91位大车司机将大车开回
来， 并顺利领取了近300万元的
工资。 在记者采访时， 还有个别
司机因路途遥远， 还在开车回京
的途中。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一直在等待他们， 直到把所有
的手续办完。

出差时感冒赴诊所治疗
48小时内死亡属于工伤
编辑同志：

我丈夫受公司指派前往
邻县出差时 ， 因突然头痛 、
头晕、 浑身无力而就近到一
处诊所诊治， 并被诊断为感
冒。 遵医嘱服药、 回到家中
后， 我丈夫便上床休息。 谁
知， 我6小时后却发现其已停
止呼吸， 经尸检死亡原因不
明。

虽然我丈夫从就医到发
现死亡不足48小时， 可人社
局以其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 并非紧急
或严重疾病、 未经抢救即死
亡为由， 认为不构成工伤。

请 问 ： 人 社 局 的 观 点
对吗？

读者： 刘雯雯

刘雯雯读者：
人社局的观点是错误的，

你丈夫的情形应视同工伤。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 ，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
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
工伤。 本案情形与之吻合：

首先， 你丈夫属于在工
作时间 、 工 作 岗 位 上 突 发
疾病。

一方面， 你丈夫根据公
司的安排 出 差 邻 县 ， 无 疑
既属于工 作 时 间 ， 也 属 于
工作地点、 工作岗位的合理
延伸。

另一方面， 你丈夫突然
出现头痛、 头晕、 浑身无力
等病症属于突发疾病。 《劳
动和社会保 障 部 关 于 实 施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
意见》 第三条规定： “‘突发
疾病’ 包括各类疾病。” 即该
规定不仅明确表明包括所有
疾病， 而且并未要求疾病达
到某种紧急和严重状态。 即
人社局认为你丈夫只是 “感
冒”， 不属于突发疾病等观点
不能成立。

其次， 你丈夫属于在48
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方面， 《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关于实施 〈工伤保险
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三条规定： “‘48小时’ 的起
算时间， 以医疗机构的初次
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
算时间。” 而你丈夫从诊治到
发现已经死亡不足48小时。

另一方面， “抢救 ” 是
指对紧急或严重疾病的治疗，
即是治疗的一种。 鉴于疾病
是否属于紧急和严重， 对不
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人
难以辨别， 紧急或严重与否
也因人的主观感受不同而不
同， 对患者的威胁同样因人
而异， 为此， 有相当多的人
由于缺乏医学知识 、 不能对
病情的严重性作出正确判断，
往往不会及时选择就近、 较
好的医院治疗， 而是会在离
家较近、 便利的医院乃至诊
所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要
求员工发病后一律直接送较
好的医院治疗， 不仅与现实
不合 ， 也 不 符 合 人 们 不 愿
“小病大治”、 不愿过多花费
医疗费用的传统就医观念 。
即你丈夫在出现病症之后 ，
未认识到疾病的严重威胁 ，
而选择在诊所就诊， 且已遵
照医嘱服药， 应当视为经过
“抢救”。 颜梅生 法官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七年前， 赵女士带着与前夫

生的孩子和张先生成婚。 孩子特
别听话懂事， 张先生也特别喜欢
这个孩子。 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
系， 但是和亲生父子并没有什么
两样。 为了孩子， 张先生和赵女
士在共同生活期间没有再要孩
子。 去年， 因感情不和二人协议
离婚。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 张先
生每周去看望孩子， 赵女士开始
没有反对。 但是后来， 赵女士就

以种种理由阻挠， 并说张先生不
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没有权利来
探望孩子。 张先生想念孩子， 特
来 天 通 苑 南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站
进 行 咨询 ： 他到底有没有权利
探望孩子？

法律分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离
婚后 ，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
有协助的义务。 张先生虽然不是

孩子的亲生父亲， 但是对孩子尽
了七年的抚养义务， 双方之间形
成了抚养关系。 因此张先生有权
探望孩子。 探望权的确立是赋予
了非直接抚养方与其子女沟通联
系、 言传身教的机会， 既满足了
子女对父爱或母爱的渴望， 也满
足了父母期望与其子女亲近的愿
望。 这里的探望人既包括亲生父
母、 养父母， 也包括尽了抚养义
务的继父母。

最终 ， 工作人员建议张先
生：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

由双方当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时，
可由人民法院判决来维护自己的
探视权。

离婚后继父有探视权吗？
·广告·

公司拖欠工资不发 司机扣押货车不还

去年9月， 顺义区一家运输公司被近百名大货车司机围了门， 原因是公司拖欠了他们3个月的工资。 而此
时公司老板及部分公司高管已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羁押， 公司的账目也因侦办案件的需要被查封， 公司没
有办法兑现工资。 双方争执不下， 就向顺义区总工会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