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 我已经认定为
工伤， 可以先回家安心过年
了。 年后， 我再回来申请劳
动能力鉴定。 谢谢您们的帮
助！” 这是2023年1月职工赵
某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工会打来电话。 现在， 他正
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待结
果出来后再与公司商谈经济
赔偿等事宜。

劳模
说法

农民工工作六天受伤，
认定工伤遇到困难

2022年4月10日 ， 赵某经老
乡介绍来到一家建筑公司承包的
工程建设项目担任木工。 由于该
建筑公司是工程分包单位， 他虽
在该单位上班， 但未与其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不过， 在实际工作
中， 他全面接受该建筑公司的工
作安排和考勤管理。 按照建筑公
司的要求， 他需每日白天工作9
小时， 夜间工作3小时， 工作时
穿着建筑公司统一配发的制服和
安全帽。

2022年4月16日 ， 即赵某到
建筑公司工作的第6天， 他便在
工作中意外摔伤， 工友将他送到
医院进行救治。 期间， 建筑公司
仅向他转账支付 2000元作为补
偿。 而这些钱， 远远不够他在医
院治疗伤病的开销。

为此， 赵某多次与建筑公司
沟通赔偿事宜， 但被对方强硬拒
绝。 后来， 建筑公司还拒绝支付
赵某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

无奈， 赵某想通过申请工伤
认定来解决医药费等问题 。 可
是， 他没有与建筑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 ， 面临着劳动关系无法确
认、 工伤难以认定等困难。

工会指派律师援助， 及
时确定仲裁被申请人

正当赵某一筹莫展之际， 有
工友推荐他打北京工会职工服务
热线12351电话咨询。 通过咨询，
他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交了仲
裁申请， 请求裁决确认建筑公司
与他存在劳动关系， 并由该公司
向他支付被拖欠的六天工资共计
3273元。

考虑到自己没有法律知识，
为不走弯路， 赵某于2022年7月
底专门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经审查合
格后， 该中心指派张博雅律师担
任赵某的法律援助律师。

张律师接到指派后， 及时与
赵某取得联系并办理了委托代理
手续。 经过了解案件情况， 张律
师发现赵某在仲裁申请书中将被
申请人列错了， 不应该将建设项
目总承包方与分包方均列为被申
请人。

经与仲裁员沟通， 张律师指
导赵某撤回已经提交的仲裁申
请。 同时， 帮助他再次办理了仲
裁申请。 这一次， 被申请人仅仅
是项目分包方即某建筑公司。

指导农民工收集证据，
劳动关系获得确认

张律师与赵某详细沟通后发
现， 由于赵某在职时间太短， 仅
仅入职六天即受工伤， 所以， 很
难找到能够直接证明其与建筑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经过分析， 张律师认为， 其
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千方百计寻
找证据， 证明赵某与公司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 第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
同时具备三种情形的劳动关系成
立。 这三种情形分别是： 1.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
定的主体资格； 2.用人单位依法
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
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
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
报酬的劳动； 3.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规定，张律师认为，
赵某与建筑公司均符合《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等规定的劳动者及
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 相关事实
表明赵某服从建筑公司管理，并
按照建筑公司的要求开展有报酬
的工作， 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
管理的关系， 符合劳动关系中人
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
征。 再者，赵某从事木工工作，该
工作是整个建设工程的组成部
分。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可是，赵
某因入职时间太短不能提供银行
交易明细、 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等
直接有利的证据加以证明。

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 张律
师结合与赵某的谈话了解到的情
况， 在要求赵某提供工作服、 安
全帽的同时， 指导他想办法寻找
其他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证据。 通
过努力， 赵某还真的找到一些这
样的证据， 如疫情防控期间上下
班的测温记录表、 安全生产作业
证、 工地宿舍门牌标识、 微信转
账记录、 工友的证言等。 看到这
些扎扎实实的证据， 以及证据之
间存在的相关印证关系， 张律师
心里有了底。

2022年8月20日 ， 仲裁机构
开庭审理本案。 建筑公司虽然否
认所有对其不利的证据， 但在均
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低下
头。 同年9月15日仲裁裁决确认
建筑公司与赵某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需向赵某支付被拖欠工
资3273元。

仲裁裁决生效后， 赵某给张
律师打电话， 询问下一步该怎么
办？ 张律师告诉他： 持仲裁裁决
书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待认
定工伤结果出来后再申请伤残等
级鉴定， 有了伤残等级就可以依
据 《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定申
请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由于公
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相应的
待遇应由建筑公司支付， 其可以
向公司直接索要。

单位不签劳动合同， 职
工应当及时维权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武丽君
律师点评：

现实生活中， 有的用人单位
为规避法定责任与义务， 不与劳
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往往对
劳动者的权益造成侵害。 《工伤
保险条例》 规定， 申请工伤认定
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 （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的证明
材料。 如果没有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无法直接认定工伤并主张
相关权益。 确认劳动关系， 依据
相关规定主要围绕主体资格、 劳
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 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
部分等三个方面来认定。

通过本案希望用人单位规范
经营， 严格按照劳动法律规定履
行相关义务，也提醒广大劳动者，
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作为入职后
的重点事项， 如果单位迟迟不签
劳动合同，应当及时维权，拿起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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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帮农民工找证据确认劳动关系
工作仅六天受伤 因无劳动合同工伤认定遇阻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敬老院的负责人， 因遭

受自然灾害， 敬老院受损严重， 该情
况经当地新闻媒体报道后， 爱心企业
积极伸出援助之手， 其中， 某公司愿
意捐赠30万元用于敬老院房屋的修缮。
在记者、 街道干部的见证下， 我代表
敬老院与该公司总经理签订了捐赠协
议。 可是， 半个月过去了， 敬老院也
未收到钱款。 于是， 我就带着会计找
到公司询问， 不料总经理说由于其他
领导的反对， 公司已研究决定取消捐
赠计划。

请问： 敬老院是否有权要求该公
司继续履行捐赠义务？

读者： 张福民

张福民读者：
该公司不得擅自取消捐赠计划 。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
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
合同， 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赠与
是一种合意， 是双方的法律行为， 需
要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 第二， 赠与
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三，
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 单务合同， 即
由一方当事人给付， 另一方当事人不
必向对方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 第四，
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即只要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即告成立， 而无

论赠与物的权属是否已经转移给受赠
人。 那么， 赠与合同成立甚至在赠与
物的权属已经转移后， 赠与人还能否
反悔呢？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
款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
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可见， 在一
般情况下， 赠与人在赠与物的权属转
移之前， 可以无理由的撤销赠与。 但
是， 该条第二款又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即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
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等公
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
用前款规定。” 这就是说， 对于经公证
的赠与合同和具有公益、 道德义务性
质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
当然， 根据 《民法典》 第六百六十六
条的规定，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
化， 严重影响到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
活， 是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

本案中， 某公司承诺向敬老院捐
赠爱心款项， 双方也签订了捐赠协议
即赠与合同， 而且这种赠与属于社会
公益性质的赠与， 之后也未出现可撤
销赠与的法定情形。 因此， 该公司应
当兑现承诺， 不得任意反悔。 鉴于该
公司肆意撕毁捐赠协议， 敬老院可以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判令该公司履行
赠与义务， 给付捐赠款项。

潘家永 律师

公司答应捐赠钱款，事后能否反悔撤销？

案情简介
王某于2015年1月22日入职某公司， 岗

位为国内销售广州办事处负责人。 2020年
10月9日 ， 其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要求确认其与公司自2015年1月22日至
2022年10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并支付
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工资
35000元。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支付王某
2019年6月1日至6月25日期间工资7735.21
元。

王某不服该裁决， 起诉至法院。 庭审
时， 公司辩称， 公司与王某的劳动关系已
于2019年6月终止， 王某提起劳动仲裁的时
间为2020年10月9日， 已经超过一年的时效
期间， 应当驳回王某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
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 劳动人事仲裁
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 当事人在诉讼阶段
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经审理， 法律作出了
与仲裁裁决一致的判决。

法律分析
在劳动争议案件法律实务中， 用人单

位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时， 经常以员工的
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进行抗辩。 但有些

案件， 用人单位由于各种原因在仲裁阶段
未提出时效抗辩， 在诉讼阶段又提出时效
抗辩的， 法院该如何处理？

对于上述问题，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
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起计算。” 劳动争议案件中的申请人的仲裁
请求已过仲裁时效， 是被申请人经常使用
的抗辩方法， 一旦被确定已过时效， 其仲
裁请求即存在不被支持的法律风险。

但是， 很多人不知 “已过时效” 并不
是在任何案件审理阶段都能提出 。 对此 ，
最高人民法院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
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27条规定： “当事
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
的抗辩， 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
后， 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
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根据上述规定， 在王某诉公司一案中，
法院不采纳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是正确的。
因此， 提醒用人单位注意在仲裁阶段即应
提出全面有效的抗辩， 遇到劳动争议时不
可消极回避， 即使不能参加庭审也要提出
书面答辩意见并提出时效抗辩的理由。

彭李 律师

仲裁时未提时效抗辩，
诉讼时还能再提吗？

劳模律师说法

邰怡明 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