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权3年多，终于打赢官司
了！”日前，林万富拿到二审胜诉
判决书后， 激动地对记者说。此
时， 距离林万富从原单位离职已
36年。 林万富老家在山东青岛市
平度市农村，1984年至1987年，在
当时的青岛市平度县氟石矿做风
钻工，工作期间接触大量粉尘。从

氟石矿离职后， 他未再去涉尘企
业工作。不幸的是，2019年2月，他
被医院查出“疑似尘肺病”。（6月9
日《工人日报》）

从1987年由原单位离职 ，到
2019年尘肺病发病， 再到2023年
打赢工伤维权官司———农民工林
万富在离职36年后打赢了一场堪
称“跨世纪”的维权官司，不仅在
个案中维护了个体的权益， 也对
推动司法进步、 维护同类状况劳
动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示范引
领意义。

林万富之所以在非常困难的
情况下能够打赢这场跨越36年的
维权官司， 与国家对职业病患者
的权益保障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当
年 工 友 的 作 证 支 持 有 很 大 关
系，与法院排除司法实践争议，最终
认定确认劳动关系之诉不适用1
年仲裁时效制度，也有直接关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 “因确认劳
动关系发生的争议”“法律、 法规
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等劳动争
议，适用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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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
国法律设计了先劳动仲裁再诉讼
的劳动争议解决流程， 劳动仲裁
是劳动争议案件诉讼前置程序，
之前法院在办理确认劳动关系纠
纷案件时，对是否受1年的仲裁时
效限制，存有司法实践争议，有些
法院选择适用1年仲裁时效制度，
一些劳动仲裁机构对1年仲裁时
效的起点也存有认知误区， 认为
劳动者从用人单位离职之时仲裁
时效就开始计算。

而尘肺病等职业病的潜伏期
或发病间隔期较长， 有些劳动者
在离开原单位或原工作岗位数年

甚至几十年后才出现病症，此时，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工资发放记
录、工作证、上岗证等可能早就失
存、损毁，甚至很多劳动者从来就
没有过劳动合同。 劳动者启动维
权， 确认劳动关系成了最大的障
碍。如果僵硬狭隘地理解和执行1
年仲裁时效制度， 就会让很多劳
动者陷入维权时效困境之中，只
要用人单位或其权利义务继承者
否定劳动关系， 劳动者便会被以
超过仲裁时效为由， 否决确认劳
动关系的权利， 并失去维权或胜
裁胜诉的机会。 这样的结果不符
合相关职业病的发病规律， 背离
了劳动者的维权需求， 背离了保
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初衷， 对劳
动者很不公平。

林万富一案的积极意义在
于，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终审
判决中认定确认劳动关系之诉不
适用1年仲裁时效制度，从而为劳

动者工伤维权破除了关键障碍。
这一认定具有法治理性， 因为设
立仲裁时效制度的目的是督促权
益被侵犯的劳动者及时行使自己
的权利，在理论上，时效制度只针
对请求权， 而劳动关系确认解决
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
律关系， 仅仅是对已经发生的事
实进行认定， 并不涉及劳动者具
体的权益， 劳动关系确认之诉无
“诉的利益”， 不存在是否超过申
诉时效的问题。

一个案例胜过一堆文件。维
护患尘肺病等潜伏期较长职业病
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需要更多
长时间跨度最终维权成功的仲裁
案例、诉讼案例，需要更多劳动仲
裁机构、 法院消除对仲裁或诉讼
时效制度的理解适用误区， 统一
共识， 为劳动者破除维权的时效
障碍， 给劳动者创造更加宽松友
好的维权条件和环境。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 为促进毕
业生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 教育部近期组织开
展了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 对
2023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尽早就业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 （6月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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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患尘肺病等潜伏期
较长职业病的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需要更多长时间跨度
最终维权成功的仲裁案例 、
诉讼案例， 需要更多劳动仲
裁机构、 法院消除对仲裁或
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解适用误
区， 统一共识， 为劳动者破
除维权的时效障碍， 给劳动
者创造更加宽松友好的维权
条件和环境。

■世象漫说

6月10日， 第二届浙江技能
大赛制造团队挑战赛正式开赛，
来自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萧
山技师学院等全省8所院校的24
位选手， 将在台州技师学院分赛
区一决高下， 争夺世界技能大赛
全国选拔赛 “入场券”。 据了解，
浙江技能大赛是全省规格最高的
职业技能类综合性大赛， 汇聚工
业4.0、 供应链管理 、 电子竞技
等97个项目的技能精英同台竞
技。 （6月11日 《台州日报》）

本届浙江技能大赛制造团队
挑战赛， 不仅是一次对各大技工
院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检
验， 而且借助比赛， 可以选拔一
批具有大国工匠潜质的技术技能
人才， 并通过以赛促教、 以赛促
改、 以赛促学， 将竞赛内容、 标
准、 规范反哺教学， 促进职业学院
与本赛项相关专业的工学一体化
改革。 同时， 大赛也是新一代技
能人才胸怀理想、 展示自我、 点
亮未来的圆梦舞台。 以赛强技， 会
让 “千里马” 脱颖而出。

当前， 我国急需培养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 而职业教育正是为
国家培养技能型、 应用型人才的
摇篮。 因此， 推进高水平职业教
育， 要不断优化专业布局。 在数
字化、 人工智能等新趋势下， 职
业教育应顺应时代发展， 优化专
业布局 ， 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
求， 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在新
经济新业态新发展下， 职业教育
不能墨守成规， 在做好传统教育
的前提下 ， 还应积极探索新模
式 ， 加快数字化职业教育的步
伐， 向智慧教育转型。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
个人角度而言，技能是立业之本。
拥有一技之长，有助于更好就业，
为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也有
助于成就出彩人生、 创造不凡业
绩。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让
更多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创
造社会价值， 也是在为美好生活
夯实根基。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培养出一批批高素质的能工巧
匠， 更是 “中国创造” 走向世界
的人才保障， 更是对新时代新呼
唤掷地有声的回应。 □沈峰

护航就业路

6月6日， 由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南方报业
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 “中国梦·
劳动美” 广东工人艺术团暨文艺
小分队送文艺走进广州珍宝巴士
有限公司， 为一线公交职工送上
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 （6月9日
《南方工报》）

工人艺术团走进企业， 为一
线职工送上 “文艺盛宴”， 值得
点赞。

首先， 此举极大丰富了职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 。 因为工作繁
忙， 加上不菲的演出票价， 很多

职工一年到头也难得观看一场高
规格的文艺演出。 然而， 这绝不
代表职工没有文化娱乐方面的精
神需求。 “文艺盛宴” 很好地迎
合了职工需求。 同时， 艺术团进
企业开展专场演出， 职工可以和
朋友 、 同事一起 “边看边聊 ”，
那种独特的氛围不可替代。

另一方面， “文艺盛宴” 不
仅可以让职工紧张的大脑得到很
好的放松和调节， 更可以激发职
工的劳动干劲和热情。 健康的文
化娱乐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 可
以陶冶人的情操 ， 升华人的境

界 ， 激发强大斗志 。 有理由相
信， 观看过演出的职工， 会更加
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

人需要物质保障， 也离不开
精神食粮。 “送演出到企业” 是
送给一线职工的一道丰富精神食
粮。 笔者希望这样的活动多些再
多些， 让更多职工畅享 “文艺盛
宴”。 同时建议活动组织者在演
出结束后主动征求职工意见， 根
据职工喜好调整和改进节目内
容。 如此， “文艺盛宴” 会更合
职工口味、 更受职工欢迎。

□余清明

■有感而发

唐山客： 如今， 随着AI技术
的迅速发展， AI换脸正进入越来
越多的生活场景中。 在网络上搜
索可以发现， AI换脸软件的获取
非常容易， 有商家专门提供各类
“换脸服务”。 有律师表示， 若对
该技术使用不当， 可能会涉嫌行
政 违 法 、 民 事 侵 权 甚 至 刑 事
犯 罪 。 虽然AI换脸出现了一些
问题， 但应该以建设性思维予以
规范 ， 给AI换脸套上 “规则笼
头”。

李雪： 您有多久没花过现金
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扫码支付
成了大多数人的支付方式。 现金
支付还能 “畅通无阻” 吗？ 近日
有 媒 体 记 者 随 机 选 取 了 地 铁
站 等 几处公共场所分别进行了
体验， 发现有的场所对现金支
付 “拦路设卡”。 拒收人民币现
金 是 不 合 理 也 不 合 法 的 ， 移
动 支 付时代当有效避免 “现金
困境”。

日前， 浙江三建集团总部大
楼长城大厦迎来一批特殊的小客
人， 工会为他们准备了小礼物及
自制棉花糖。 这群可爱的孩子来
到父母的工作单位， 走近他们的
工位， 切身体会父母工作的辛苦
和不易。 （6月8日 《浙江工人日
报》）

浙江三建工会组织邀请职工
子女来到父母的工作单位， 走近
他们的工位， 不仅让孩子们满足
了父母上班去哪儿了、 干什么工
作的好奇心， 同时也让孩子们从
中体会到爸爸妈妈作为劳动者的
辛劳， 可以说是为职工办了一件

实实在在的好事。 因为它提供了
一次职工与子女沟通的机会， 拉
近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改
善了亲子关系， 消减了职工心中
原有的一些烦忧。

笔者以为， 若不是保密单位
或另有其它原因， 工会组织让孩
子去爸妈工作的地方看看， 这一
做法犹如架起了一座企业与职工
之间的连心桥， 既抓住了一些企
业职工烦忧的心理问题， 也拉近
了职工与企业之间的距离， 增强
了职工的归属感； 既有利于营造
职工家庭 “家和” 氛围， 也有利
于营造企业 “企和 ” 环境 ； 既

增进了企业职工与子女之间的感
情， 也传递了企业对职工浓浓的
人文关怀， 让职工切实感受到了

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进一步提升
了职工的幸福感、 获得感。

□周家和

让更多职工畅享“文艺盛宴”给AI换脸
套上“规则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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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爸妈工作的地方看看，体现企业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