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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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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节越来越近了。 如
果在春节期间加班， 加班工资该
怎么算呢？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 用
人单位可以通过集体协商等方
式， 妥善安排包括外来务工人员
等职工在内的工作和休息时间，
并依法足额支付工资。 用人单位
安排职工在春节和休息日加班
的， 应当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或者
根据职工意愿安排补休。

今年春节共7天假期， 从2月
11日开始到2月17日终止。 其中，
2月12日、 13日、 14日为法定节
假日 ， 2月11日 、 15日 、 16日 、
17日为调休的休息日。

根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实行标准工时的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
日加班， 支付的加班工资是不同

的。 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日工资基数
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付
加班工资， 不能用调休或者补休
来替代。 在休息日加班的， 用人
单位应该先安排同等时间的补
休， 不能安排补休的， 按照不低
于日工资基数或者小时工资基数
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 需要注
意的是 ， 不管是300%还是200%
的加班工资， 都是用人单位在支
付劳动者月工资之后， 再另外支
付的。

据了解， 三种工时制度的加
班工资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三倍
日工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
21.75×300%； 双倍日工资=加班
工资的计算基数÷21.75×200%；
每小时加班工资=日加班工资÷8
（21.75天为平均每月计薪天数）。

2021年春节期间加班工资怎么算？

公司能按《员工手册》解除劳动关系吗？ 编辑同志：
受工伤后， 我因申请工

伤认定需要向社保机构提供
自己的住院病历及其他资
料。 可是， 当我要求治疗医
院提供入院记录 、 治疗记
录、 出院记录等病历时， 竟
被告知纸质版已经全部丢
失， 电子版病历也因其电脑
受病毒侵害无法查找 。 由
此， 我一直未能工伤认定。

请问： 我能否要求医院
赔偿？

读者： 刘丹丹

刘丹丹读者：
你有权要求医院赔偿。
一方面， 医院丢失病历

资料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
务。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
定》 第三条、 第五条分别规
定 ： “医疗机构应 当 建 立
病历管理制度 ， 设置专门
部门或者配备专 （兼） 职人
员， 具体负责本机构病历和
病案的保存与管理工作 。”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病历管
理 ， 严禁任何人涂改 、 伪
造、 隐匿、 销毁、 抢夺、 窃
取病历。”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二十五条也指出： “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
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
医嘱单、 检验报告、 手术及
麻醉记录、 病理资料、 护理
记录 、 医疗费用等病历资
料。 患者要求查阅、 复制前
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 医疗
机构应当提供。”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第五十三条进一步
明确： “医疗机构的门诊病
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十五
年； 住院病历的保存期不得
少于三十年。”

与之对应， 医院的电脑
版病历资料因病毒侵害导致
无法查找或许 情 有 可 原 ，
但纸质版病历资料全部丢
失， 则于法于理均说不通，
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另一方面， 医院必须赔
偿损失。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 “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 (一 ) 工伤认定申请
表； (二) 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劳动关
系 ) 的证明材料； (三 ) 医
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
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诊
断鉴定书 )。”

本案中， 正因为医院遗
失病历， 才导致你无法提供
第 （三） 项所涉材料， 进而
获得工伤认定， 此举必然给
你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

对此， 《民法典》 第一
千二百一十八条、 第一千二
百二十二条分别规定： “患
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
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 如果有 “隐匿或者
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
资料” “遗失、 伪造、 篡改
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 情
形之一的， 可以推定医疗机
构存在过错。

由此来看， 无论是认定
医院存在过错， 还是推断医
院存在过错， 医院均须承担
赔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可是， 由于规章制度是用人
单位自己制订的， 所以， 它通常
会因缺乏权威性而受到质疑。 为
此， 邹睿 （化名） 就与她所在公
司产生了争议。

“我因病多次向公司请假都
获得了批准。 离职前最后一次看
病时， 我因没有到公司指定的医
院看病， 也未提交该指定医院的
就诊资料， 公司就不准休假。 随
后， 公司还以我旷工3天构成严
重违纪为由， 解除了我的劳动合
同。” 邹睿说， 因不认同公司的
做法， 她以公司限制员工选择医
院就诊的权利、 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为由申请仲裁， 而且获得了仲
裁和一审法院的支持。

然而，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
的做法系对长期病假人员的合理
管理， 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公司
依据 《员工手册》 解除与邹睿的
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 无需支
付赔偿金。 据此， 该院于1月15
日作出撤销原审判决、 公司无需
支付57240元赔偿金的终审判决。

未到指定医院就诊
员工请假未获批准

邹睿说 ， 她于2005年10月8
日入职后一直在公司工作， 离职
前已担任了3年的企划科科长职
务。 在职期间， 公司与她签订多
份劳动合同。 自2016年10月起 ，
她因患病多次请休病假。

“2018年12月29日， 公司向
我发送 《指定医院就诊告知函》，
告知我应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就
诊。 后因治疗效果欠佳， 公司又
于2019年3月5日向我发送第二份
《指定医院就诊告知函》， 将就诊
医院指定为地处东单的另外一家
三甲医院。” 邹睿说， 这家医院
虽然条件不错， 但从家里去医院
非常不方便。

尽管邹睿不同意公司指定的
第二家医院， 但公司工作人员在

发出告知函的同时， 通过微信告
诉她： 下次看病必须去指定的第
二家医院。

“一个人什么时候发病、 到
什么地方看病， 应当根据病情及
离医院远近等实际情况决定， 公
司指定员工必须到某某医院看病
的做法不合理， 也是不正确的。”
邹睿说， 2019年3月15日再次看
病时， 她未到公司指定的医院。
不过， 为了请假， 她把自己就诊
医院的诊断证明、 处方等资料全
部提交给了公司。

然而， 公司工作人员于2019
年3月15日向邹睿发送微信，内容
是：“在公司已经为你指定就诊医
院的情况下， 你未到指定医院就
诊，因此，不批准此次病假申请。 ”
随后， 公司以其未按规定到指定
医院就诊并提交指定医院病假申
请资料为由，对其未上班的4天时
间按旷工处理。 同时，依据《员工
手册》相关规定，以其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为由， 向其发出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员工认为公司违法
要求支付经济赔偿

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后， 邹睿以公司的行为违法为由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57240元 。 仲裁
裁决支持其请求后， 公司不服该
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诉称， 其系合法解除劳
动关系， 无需向邹睿支付赔偿。
其提交的证据有 《员工手册 》
《指定医院就诊告知函》 等。 该
手册规定： 请病假超过2日以上
者， 公司可视具体情况要求员工
出具证明或公司指定医院开具证
明 （附病情报告 ）。 请病假1天
者， 经主管人事部门确认、 公司
负责人批准后也可确认病假。 未
依规定办理手续证明者， 一律以
旷工论。

公司主张， 邹睿因腰椎间盘
突出长期休病假， 依据 《员工手

册》 相关规定为其指定了就诊医
院。 因其未按照要求到指定医院
就诊并履行请假手续，故依照《员
工手册》相关规定，认定其行为属
于旷工。基于此，公司解除邹睿的
劳动关系属合法解除， 不应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邹睿不认可 《员工手册》 的
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辩称其未同
意将就诊医院调整为公司指定的
第二家医院， 且其已提交未上班
期间的病假证明书 。 在此情况
下， 公司以所谓的规章制度认
定其系旷工并解除劳动关系属
于违法解除， 应当支付赔偿金。
此外， 公司指定医院的做法违反
法律规定， 侵害了员工的自主就
医权。

一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有合法
依据； 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
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案中， 邹
睿因患病进行就医治疗系劳动者
应当享有的权利， 公司提出必须
到其指定医院就诊的要求过于严
苛， 超越了用人单位的合理管理
范围。

现有证据显示， 邹睿已将病
假证明邮寄送达公司， 而公司以
其未到指定医院就诊、 未提交指
定医院病假申请资料系旷工， 并
以其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
为， 公司此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
据， 系违法解除， 应向邹睿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鉴
于仲裁裁决的数额未超过相关法
律规定， 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据此， 一审法院判令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邹睿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7240元 ，
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为防员工“泡病号”
公司可以指定就医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 除坚持原诉求、
原理由外， 公司认为， 其制订规

章制度是加强管理不可或缺的环
节， 其出于管理需要采取措施避
免部分员工 “泡病号” 现象无可
厚非。

二审中， 公司提交路线图，
证明从邹睿居住地到第二家指定
医院就诊更方便。 邹睿称其有时
候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到该医院
看病实际上并不方便。

二审法院补充查明： 2019年
2月版 《员工手册》 第4章规定：
“申请连续病假超过15天的， 应
到公司指定医院就诊， 并按规定
提交指定医院开具的申请病假的
资料。” “旷工的情形包括无故
不出勤的、 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
续的、 未按规定提交请假资料、
未按照规定到指定医院就诊并提
交病假申请资料。” “连续旷工3
天或者月累计旷工满 3天者开
除。” 邹睿认可签收了该 《员工
手册》， 但称其没学习过。

根据查明的事实， 邹睿患腰
椎间盘突出后， 除产假外自2016
年10月至2019年3月22日以患病
为由长期请病假， 休假时间远超
正常的请假时间。 在此期间， 公
司先后指定其到两家三甲医院就
诊。 可是， 其在第二次指定医院
后， 未到该医院就诊。 对此， 邹
睿的个人解释是不方便。 而从居
住地看， 其到指定医院比去实际
就诊的医院近很多， 且该指定医
院比其就诊医院管理规范、 医术
高超。 因邹睿对做法不能作出合
理解释， 公司对其两年有余的休
假真实性产生怀疑是合理的。

鉴于 《员工手册》 系经民主
程序制定并已向全体员工公示，
公司对长期病假人员加强管理不
违反法律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依据 《员工手册》 解除与邹
睿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 无
需支付赔偿金。 因公司的上诉请
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审法
院判决公司赔偿有误， 依照 《劳
动合同法》 第39条、 《民事诉讼
法 》 第170条第1款第2项规定 ，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 公
司无需向邹睿支付赔偿金。

因无病历不能认定工伤
丢失病历的医院须赔偿

常律师：
您好！
我是去年入职的公司， 距今

为止已经六个月了。 但是， 公司
一直没有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请
问： 我是否可以要求公司支付没
签劳动合同的钱？

谢谢您的答复。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 第

八十二条中规定， “已建立劳动
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据此， 您可以向用
人单位主张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

法条链接：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
与劳动者订立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
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 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员工拒绝到指定医院就诊且长期 “泡病号”

□本报记者 张晶

入职半年没签合同 公司应付二倍工资

法院：《员工手册》经过了民主程序，公司据此进行管理不违反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