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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小王向本报反映说， 她
的同事老胡50多岁了， 平时就有
高血压、 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
近来， 因新冠肺炎疫情侵扰， 老
胡居住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公
司开始安排他居家办公。 在家期
间， 老胡的业务量并没有减少，
他需要不断地与客户联系业务、
催促发货， 很多时候还要夜间加
班。 近日， 老胡因劳累过度诱发
心脏病， 在医院连续抢救10个小
时才转危为安。 为这事， 老胡多
次向单位打电话， 问他这种情况
怎么办？ 医药费能否报销？

小王在单位负责人事管理工
作， 她想知道： 像老胡这种情况
是否属于工伤？

法律分析
就小王反映的问题， 接受记

者采访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康文平律师说， 老胡的情况是否
属于工伤， 首先要弄清楚工伤认

定的构成要件。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有7

种。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 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 因 工 作 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 （二） 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 （四） 患职业病的； （五 ）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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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
情形。”

此外， 还有3种视同工伤的
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 第15条

规定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视同工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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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
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 ； （三 ） 职工原在军队服
役， 因战、 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
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
后旧伤复发的 。 职工有前款第
（一 ） 项 、 第 （二 ） 项情形的 ，
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 职工有前款第 （三）
项情形的， 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
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
的工伤保险待遇。”

康律师说， 为防止新冠肺炎
疫情扩散，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采取灵活办公方式， 以在线办公
或居家办公等方式来提供劳动
的，劳动者在家办公期间属于“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如果劳动者
因为工作的原因遭受到意外伤害

的， 与履行工作职责有直接的关
联，则应当认定为工伤。结合老胡
的情况，其居家办公时突发疾病，
该疾病虽属旧病复发但与其连续
加班劳累有关，应当认定为工伤。
既然老胡属于工伤， 其就应当享
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康律师说， 如果单位不认为
老胡的情形属于工伤。 老胡可以
自行申请认定工伤， 如果其被认
定为工伤单位又不认可， 单位可
以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对此作
出判决， 然后， 根据判决结果处
理双方之间的争议。

为此， 康律师提示员工居家
办公期间， 单位和个人均应保
存好考勤及工作的证据， 以证
明其是在工作的时间为完成工作
任务而居家办公， 并在办公期间
发生意外事故。 如果难以界定是
否属于工伤， 应当及时进行工伤
申报备案， 防止延误工伤认定申
报工作。

居家办公发生意外是否属于工伤？

用这四种合法方式讨薪 支付快效果好
编辑同志：

我驾车出现交通事故
后， 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
制作一份现场勘查笔录， 并
据此认定我负事故全部责
任， 伤者 （非重伤） 李某不
承担责任。

按照公司规定， 这种情
况下应当解除我的劳动合
同。 为保住工作岗位， 我想
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这
份现场勘查笔录， 这种做法
行得通吗？ 读者： 雷婷婷

雷婷婷读者：
你不能对交警部门的现

场勘查笔录提起行政诉讼。
一方面， 交警部门的现

场勘查笔录属于事实性书
证。 根据内容和性质， 行政
机关的书证可分为处分性书
证和事实性书证。 处分性书
证所记载或者表述的内容是
处分法律关系并导致一定的
法律后果， 制作的目的在于
产生、 变更、 消灭一定的法
律关系， 如罚款、 拘留等。
它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载
体 ，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推
翻。 如有异议， 只能通过提
起行政诉讼撤销或者由行政
机关撤销。

而事实性书证所记载或
者表述的内容， 在于记录或
者描述已经发生的或者认知
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制
作的目的不在于产生 、 变
更、 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
它只是为了记录、 描述某种
客观事实， 如伤者或车辆的
位置、 刹车痕迹等。 它是纯
粹的证据， 在任何诉讼程序
和行政程序中， 都可以通过
证据对比来肯定或否定其证
明力。

正因为本案所涉现场勘
查笔录， 只是交警部门对事
故现场勘验、 检查情况的记
录， 依法搜集、 提取证据后
的证据性文书， 并非是对你
的行政处罚措施， 所以， 其
属于事实性书证， 你尽管对
其存在异议， 也不能通过行
政诉讼来撤销它。

另一方面， 你可以在民
事诉讼中请求推翻交警部门
的现场勘查笔录。 《最高人
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处理道
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
通知》 第四条规定： “当事
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
定不服，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 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对作
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
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
民事诉讼的， 以及人民法院
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
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 伤残
评定确属不妥 ， 则不予采
信， 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
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上述规定表明， 如果你
有确凿证据证明交警部门的
现场勘查笔录不实， 影响责
任划分， 可在民事诉讼中向
法院提出。若你的请求成立，
法院将会以新的证据取代交
警部门的现场勘查笔录。

颜梅生 法官

用人单位发生欠薪后， 劳动
者通常会采取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争议。 其实， 在债权债务明确、
法律关系明晰、 标的额不大的情
况下 ， 劳动者还可采用司法确
认、 小额速裁、 支付令、 诉前保
全等4种方法讨要欠薪。 岁末年
初， 本报约请专业律师对上述四
种合法讨薪方式进行介绍， 以帮
助农民工朋友更好维权……

方法1
司法确认法———
最快解决纠纷期限： 当日

2020年年初， 赵某、 余某等
人应聘到陈某经营的餐馆从事厨
师、 配菜员、 服务员等工作， 但
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到了年
底一盘点， 老板陈某以经营亏损
为由， 拖欠赵某等5人工资合计
6.5万余元不能兑现。

在多次讨要无果、 维权证据
匮乏的情况下， 赵某等人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 向社区人民调解委
员会提出调解申请。 在社区调委
会的主持下， 近日， 陈某与赵某
等达成支付欠薪的调解协议。 之
后， 双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了司
法确认。

经法官进一步释法教育， 陈
某了解到不履行协议的后果， 表
示会自觉履行协议约定义务， 确
保赵某等人拿到工资。

点评
司法确认， 是指人民法院对

当事人由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
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加
以确认， 并决定是否赋予该调解
协议强制执行效力的制度。

对此 ， 《民事诉讼法 》 第
194条、 第195条规定： “申请司
法确认调解协议， 由双方当事人
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 自调解
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 共同向
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
出。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经审
查， 符合法律规定的， 裁定调解
协议有效，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

或者未全部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由此来看， 从当事人申请调
解到调解成功需花费半天时间，
申请司法确认也可以半天时间内
办完， 相关纠纷最快可以在当天
解决。 另外， 人民调解组织调处
纠纷和法院办理司法确认手续，
均不收取费用。

方法2
小额速裁法———
最快解决纠纷期限：一个月内

农民工胡某在包工头郑某承
揽的桥梁建筑工地干活。 施工过
程中， 由于天气、 设计图纸改变
等原因暂时停工。 期间， 胡某拿
到郑某出具的3.6万元工资欠条
后返乡。 后来， 因多次追讨欠薪
无果， 胡某将郑某告上法庭。

法院受理胡某的起诉后，办
案法官将此案转入小额诉讼程
序。 最后，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
当天就达成了和解协议， 郑某当
庭给付胡某6000元， 并承诺余下
款项按月分期支付给胡某。

点评
小额速裁程序是基层法院对

法律关系单一、 事实清楚、 争议
标的金额不大的民事案件， 通过
设定专门的审判流程， 实行快审
快结的一种审判方式。

《民事诉讼法 》 第162条的
规定， 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实行一
审终审。 它的适用范围包括： 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借贷、 买卖、
租赁和借用纠纷案件； 身份关系
清楚， 仅在给付数额、 时间上存
在争议的抚养费、 赡养费、 扶养
费纠纷案件； 责任明确、 损失金
额确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拖欠水 、
电、 暖、 天然气费及物业管理费
纠纷案件；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
追索劳动报酬、 经济补偿金、 社
会保险待遇纠纷的劳动争议案
件； 责任明确、 数额确定的普通
侵权、 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纠纷

案件； 其他可以适用小额速裁的
案件。

在案件审理期限上， 小额速
裁程序一般1个月内结案； 在收
费上， 标的额1万元以内的收取
25元， 超过1万元的按普通程序
诉讼费缴纳标准减半收取。

方法3
支付令法———
最快解决纠纷期限： 16日

职工王某受聘于某机械制造
公司，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工资按月支付。 从入职后的次年
起， 制造公司以经营困难为由未
向王某支付劳动报酬 。 当年年
底 ， 制造公司向王某出具7.2万
元工资欠条一份。

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况下，
王某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法院
依法向用人单位发出支付令。 经
审查， 法院认为王某的请求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出支付令的条件，
可以适用督促程序进行审理， 遂
向被申请人机械制造公司发出支
付令， 限令其自收到支付令之日
起15日内向王某支付全部欠薪。

公司收到法院的支付令后未
提出异议， 该支付令到期后发生
法律效力。 近日， 王某领取了公
司拖欠近一年的工资。

点评
支付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债

权人的申请， 向债务人发出的限
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法
律文书。 支付令签发前无需经过
庭审程序，发出15日内，债务人如
未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即生效。

《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
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
付令：（一） 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
其他债务纠纷的；（二） 支付令能
够送达债务人的……”

《民事诉讼法》 同时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经审查债
权人提供的事实、 证据， 对债权
债务关系明确、 合法的， 应当在

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债务人发出
支付令……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
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
的，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

根据上述规定， 申请人采用
此法最快16天即可实现自己的权
益。 申请支付令按正常诉讼费的
三分之一收取， 1万元以下的标
的额仅需17元左右。

方法4
诉前保全法———
48小时内 “锁定” 权益

唐某与某建筑公司曾签订了
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满
结算时， 包工头欠唐某工资共计
4.5万元 。 唐某讨要工资时 ， 包
工头以工程资金不到位为由一再
推托不予支付。

无奈， 唐某向法院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 法院受理后， 冻结了
该建筑公司的银行账户。 随即 ，
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协商1个小时双方即达成和解协
议， 建筑公司承诺在两个月内付
清全部欠薪。

点评
诉前保全是指利害关系人因

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
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
的损害的， 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
法院申请， 由人民法院所采取的
一种财产保全措施。

《民事诉讼法》 101条第2款
和第3款规定， 人民法院接受诉
前保全申请后， 必须在48小时内
作出裁定 ； 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的， 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与诉讼费相比， 诉前保全虽
然也要支付一笔费用， 但这笔保
全费可谓 “物美价廉”， 每起案
件最高不超过5000元， 但其保全
的财产公司无法转移处置。 如此
一来， 公司要么立即支付欠薪，
要么等待法院用拍卖等方法处置
被保全的财产， 并用拍卖所得支
付职工的欠薪。

张兆利 律师

对交警勘验笔录有异议
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撤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岁末年初， 面对讨薪纠纷不要慌， 午报约请专业律师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