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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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工伤
保险条例》 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
形之一。 该规定自2003年 《工伤
保险条例》 制定并实施以来， 一
直没有修改， 争议不断。 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安

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梁金辉代表建议 ， 应尽快完善
《工伤保险条例》， 科学认定、 优
化细化 “48小时之限”， 切实加
强对工伤、 工亡者的法治保障。
（3月10日 《法治日报》）

工伤认定 “48小时之限” 历
来备受争议。 面对现实中因 “48
小时之限” 掣肘一再发生的工伤
认定难事件， 人大代表建议通过
完善法律的方式终结工伤认定
“48小时之限 ”， 回应了民意关
切， 值得相关部门重视。

坦率地讲， 对工伤认定设置
48小时时限， 并非是故意抬高工
伤认定门槛， 而是尽量让工伤认
定少些漏洞， 从而在更大范围内
有效保护绝大多数工伤职工的合
法权益。 毕竟， 工伤认定不仅关
乎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 也关乎

国家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支付， 牵
一发而动全身， 对其设置严格的
时限条件， 也无可厚非。

然而， 随着医学的发展， 在
先进医疗技术设备和药品的帮助
下， 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越发容
易， 不少病人的抢救时间早已超
过48小时， 再将工伤认定限制在
48小时之内， 既有悖抢救病人的
医疗规律， 又可能让遭遇工伤的
职工家属因为工伤保险赔偿无
望， 被迫放弃抢救与治疗， 容易
导致伦理风险和危及社会和谐稳
定的极端事件发生， 因此需要与
时俱进地对现行 《工伤保险条
例》 予以修正和完善。

更重要的是，工伤认定“48小
时之限”的标准，实质上是将不确
定的社会风险转嫁给弱势劳动
者，不但有失公平公正，也背离了

工伤保险制度旨在保护劳动者的
立法初衷。同时，这种标准也给如
何有效保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带
来了挑战。司法实践中，因法律明
确规定“48小时之限”是工伤认定
的前置条件， 法院即使倾向于最
大程度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
益，也不可能从工作性质、工作原
因与突发疾病死亡的关联性入手
进行具体分析， 对原告的工伤认
定诉求予以支持， 致使司法作为
公平正义最后屏障的作用不能彰
显。 虽然近年来不少法院对工伤
认定开始适当放宽认定标准，但
受制于 “48小时之限” 的法律规
定， 各地法院作出的裁判各不相
同，同样消弭了司法权威。

鉴于工伤认定“48小时之限”
标准弊端频现， 近年来不少专家
都呼吁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

将其取消。然而，由于认定标准更
改牵涉的问题十分复杂， 最高法
在2014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中 ，既
未取消 “48小时之限” 的认定标
准，也未对其作扩大化解释，以致
超过“48小时经抢救无效死亡”不
能认定为工伤的案例层出不穷。

“明者因时而变， 智者随事
而制。” 工伤认定 “48小时之限”
标准已明显不合时宜， 有必要在
立法层面进行纠偏论证。 在此次
全国两会上， 梁金辉代表建议完
善 “48小时内死亡” 条款， 就增
加其灵活性和可适用性提出了一
揽子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意见。 相
关部门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法律， 不一刀切地将
“48小时之限” 作为工伤认定标
准， 从而最大程度地让工伤认定
回归关怀工伤职工的初心。

直播带货“虚假砍价”
严重影响消费体验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积极推进残疾人就业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3月8日， 今年
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到200.9亿件。 国家邮政局表
示， 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第一个100亿件用时39天，
第二个100亿件用时28天， 展现出快递业的活力 。
（3月9日 新华社） □王琪

“员工在企业干了几年被
‘挖’走，走了之后一段时间没得
到培养又回到原企业，兜兜转转，
耽误了技能提升。”日前，在全国
两会上，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教务处处长王红军代表聊起调研
时了解到的现象很感慨，“一些企
业宁可从外面高薪‘挖人’，也不
愿内部培养。 我们应该种好自己
的树 ， 而不是光摘别人树上的
果。”（3月9日 《工人日报》）

很多企业为何只想“挖人”不
愿“育人”？除了因为人才流动性
大， 害怕为竞争对手培养了人才

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企
业对员工开展长期培训培养的机
制不健全，缺乏统筹规划，途径不
多也不通畅； 还有大量小规模企
业认为，“育人”需要时间成本、精
力成本、费用成本。

可见，要扭转企业重“挖人”
轻“育人”现象，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以政策制度倒逼企业育好人
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比如为
员工制订个性化的职业成长路
径、培养计划，并以制度保障培养
成效；另一方面，要给企业“育人”
提供必要帮扶。 比如给企业 “育

人”发放补贴；大企业可与高校以
合作办学形式培养人才， 而对于
广大中小企业， 相关部门则可调
动职业院校、 科研机构和社会组
织的积极性， 提供免费或低收费
“订单式”培训，相关部门甚至可
通过购买服务，为企业提供定期、
量身定做的职工技能培训。

企业更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培
养关键人才、 高技能人才的重要
性，其实，自己培养人才，对一个
企业未来长远发展来说， 不仅可
提升技能， 还可提升职工的忠诚
度、荣誉感。 □何勇海

■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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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智全

■两会观察

工伤认定 “48小时之
限”标准已明显不合时宜，有
必要在立法层面进行纠偏。
相关部门应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律，不一
刀切地将 “48小时之限”作
为工伤认定标准， 从而最大
程度地让工伤认定回归关怀
工伤职工的初心。

■世象漫说

适时修订工伤认定“48小时之限”确有必要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我国逐
步普及， 车主充电难、 充电慢
问题， 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为此， 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
协委员、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冷俊提出建议， 鼓励电动
汽车企业和充电设施制造企业
应用新一代充电技术， 优先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 城市集中充
电场站等关键枢纽节点建设新
一代充电设施， 共同推动电动
汽车产业高水平发展。 （3月10
日 《新京报》）

新能源汽车问世后， 充电
难无疑成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一块 “绊脚石”。 据媒体报道，
截至2022年底， 中国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已达1310万辆， 充电
桩规模达到520万个， 车桩比达
到2.5:1。 而按照国际通用要求，
要完全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不
便问题， 车桩比应该达到1:1左
右。

除了充电桩比例不达标之
外， 充电桩分布不合理也是一
个主因。 要化解新能源汽车充
电难， 需要有更多实招。 一方
面 ， 需要加快充电桩的建设 ，
相关部门要根据大数据的测算，
合理布局充电桩 。 另一方面 ，
需让 “僵尸充电桩” 尽快复活。
既要让 “僵尸充电桩” 通上电，
又要通过技术的力量， 提高充
电桩的充电速度， 让每一个充
电桩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当然，相关汽车企业也应秉
持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并驾齐
驱的理念， 坚持做到 “两条腿
走路 ”， 切忌 “一条腿 ” 在跑
路，“另一条腿”在走路， 导致新
能源汽车发展速度 “过快”， 而
充电桩建设 “过慢”， 从而加剧
新能源汽车 “充电难”。

只有多出实招，做到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和充电桩的建设“同
频同步”，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化
解车主的“充电焦虑”，从而让新
能源汽车既跑得快又跑得远。如
此，才能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车
主驾车的体验感和幸福感，构建
良性发展的供需格局，让新能源
汽车真正成为未来机动车领域
的支柱产业。 □叶金福

让文明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突破200亿件

从挖人转向育人才是长远之计

鹰远： 全市新增残疾人就业
9840名， 职业技能培训13849名，
劳 动 年 龄 段 持 证 残 疾 人 就 业
率达 62.7%……近五年来， 浙江
宁波市持续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
服务， 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保
障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 对残
疾 人 进 行 帮 扶 的 最 好 方 式 ，
就 是 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 各
地 要 继 续 大 力 开 展 残 疾 人 职
业 技 能培训 ， 积极推进残疾人
就业。

化解新能源汽车
“充电难”要有实招

吴学安： 近日， 抖音电商发
布关于创作者 “价格优惠虚假”
的处罚公示， 对超5000名电商作
者在商品价格方面弄虚作假的违
规行为进行处罚。 从消费者反馈
来看， “演戏” 式砍价推销的产
品极易出现假冒伪劣等问题， 不
仅严重影响消费体验， 也扰乱市
场秩序及平台公平竞争环境， 这
无助于培育健康业态， 反而会拖
累商家和平台的口碑。

春风有信， 花开有期， 文明
礼貌月如期而至。 3月5日， 徐州
市沛县图书馆举办 “讲文明树新
风———文明礼仪在心中” 主题活
动， 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参与。 老
师带领了解中国古代 “礼” 字的
由来 ， 感受象形文字的隽永秀
美。 以 “弟子规” 节选语句为引
子 ， 分别从家庭文明 、 校园文
明 、 公共场合文明三个角度出
发， 通过图片、 动画、 游戏的多
媒体形式， 让小朋友感受 “礼”
的独特魅力， 将文明的种子撒播
在小朋友心中。 （3月9日 《现代
快报》）

对儿童青少年的文明礼仪教
育 ， 全社会都应当引起高度重

视。 首先， 家长要当好第一任老
师。 在日常生活中， 家长应以身
作则， 从身边小事做起， 有意识
地培养孩子良好的文明习惯。 比
如， 家里来客人时， 教孩子向客
人问好； 集体活动时， 遵守相关
规则 ； 过马路时 ， 走斑马线等
等， 让孩子逐渐做个 “明礼” 的
人。 这对于孩子一生来说， 是受
益无穷的。

社会各界要积极挖掘传统文
化的时代价值， 像徐州市沛县图
书馆那样， 以小型讲座、 益智游
戏、 知识竞赛等孩子们喜闻乐见
的形式， 适时开展相关主题教育
活动，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
时代文明风尚培育。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国民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各地应建立
“家校社” 三方同向发力的育人
机制， 打造系列精神文明建设品

牌， 把文明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 在潜移默化中， 就
能让文明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
根发芽。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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