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团建中发生意外， 是否应
按工伤处理？ 近日， 辽宁省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裁定
刘某在团建中溺亡为工伤， 撤销
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
决定。 （2023年12月29日 《工人
日报》）

企业团建到底姓 “公” 还是
姓 “私”？ 团建活动中企业和劳
动者的权利义务边界在哪？ 劳动
者在团建活动中出现受伤、 突发
疾病、 死亡等意外情况， 到底由
谁承担责任？ 在这一案例中， 法
院的判决不仅在个案中落 “槌”
定音， 厘清了工伤认定的标准，
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维护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也就上述问
题给出了具有参考意义的法律答
案。

工伤认定以因工情形或因工
属性为必要条件。 根据 《工伤保
险条例》 规定， 职工有 “在工作
时 间 和 工 作 场 所 内 ， 因 工 作
原 因 受到事故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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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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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情形之一的 ， 应当认定为工
伤。

在本案中， 辽宁大连某装饰
工程公司销售员刘某到海边参加
所在部门组织的团建， 根据部门
负责人的安排负责团建物资采
买 ， 该团建活动也取得了公司
领导的同意， 且团建资费由公司
赞助， 刘某本人并未出资。 由此
可见刘某参加部门团建活动的目
的与公司业绩有关， 是公司鼓励
参加的集体活动 。 综合以上事
实， 团建是该公司的一次具有工
作性质的活动， 团建时间应认定
为工作时间， 团建场所应认定为
广义的工作场所或职工因工外出
期间的工作场所， 刘某在参与团
建时溺亡系工作原因。 刘某在团
建中溺亡具备了工伤认定的法律
要件 ， 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律情

形 ， 两 审 法 院 均 判 决 撤 销 人
社 部 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书， 责令人社部门在法定期限
内对刘某的工伤认定重新进行调
查处理， 基于事实和法律表明了
鲜明的法律态度， 释放了清晰的
法 律 信 号 ， 给 用 人 单 位 和 劳
动者上了一堂有关团建活动性质
和相关方权利义务的法治教育
课。

该案例具有很强的导向意
义。 近年来， 很多企业都热衷于
搞团建活动， 有些企业还喜欢在
节假日或 “八小时之外 ” 搞团
建， 团建活动多由企业组织、 出
资， 团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职
工放松身心， 增进了解， 增强团
队协作意识和凝聚力。 有的企业
或许认为， 团建未发生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 团建是工作场景
之外的非工活动， 劳动者在团建

时发生意外， 不符合工伤认定的
情形。 大连中院二审审结的这一
案例告诉我们， 上述认知是片面
的 、 错误的 ， 与法律规定相背
离———在大多数情况下， 团建具
有因工属性， 劳动者在企业团建
活动中出现意外， 也应按工伤定
性和处理。 这就需要企业、 人社
部门、 法院准确理解和把握有关
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 ， 准确判
断 、 确定团建的因工属性 ， 对
“团建工伤”， 劳动者要做到依法
维权， 企业要做到合规申请， 人
社部门要做到依法依规认定， 法
院要做到依法合规裁决。 同时，
企业也应付出更多责任， 完善团
建劳动保护机制， 加强对参与团
建的劳动者的工伤预防和保护，
而劳动监察部门则有必要把企业
团建纳入与工伤保护有关的执法
监督范围之内。

丁家发：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2023年12月29日
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
安全保障法》， 自2024年6月1日
起施行。 这部旨在保障粮食有效
供给，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律
共11章74条， 自此， 我国粮食安
全终于有了专门的保障法。 粮食
安全， 事关国运民生， 应尽快建
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的法治治理
体系， 依法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的
主动权， 端牢 “中国饭碗”。

“这里离家近，我们几乎天天来，大家在一起跳跳
舞、健健身，别提多美了。”一大早，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五常街道南滕社区“百岁幸福家”热闹起来，呼吸着
清晨的新鲜空气，65岁的李振华心里很舒坦。 近年来，
余杭区围绕浙江省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部署，按照
“大社区养老”服务理念，“量身定制”村社嵌入式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即“百岁幸福家”，实现养老离家不
离社区。（2023年12月31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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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企业团建活动
中出现意外， 也应按工伤定
性和处理 。 这就需要企业 、
人社部门、 法院准确理解和
把握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法
规， 准确判断、 确定团建的
因工属性， 对 “团建工伤”，
劳动者要做到依法维权， 企
业要做到合规申请， 人社部
门要做到依法依规认定， 法
院要做到依法合规裁决。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午间创享汇”提升职工幸福感

在江苏南通通城， 老厂房改
造 而 成 的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和
创 业 园 ， 不仅打造出形式多样
的消费新场景， 吸引了越来越多
游客前往体验打卡， 还形成了集
办公、 运动、 美食、 娱乐于一体
的产业集群。 （1月2日 《江海晚
报》）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 城区
里的工业企业外迁， 一些地块上
的老厂房逐渐被废弃。 老旧厂房
作为工业发展的遗存， 如果任其
闲置， 既占用城市空间， 又影响
城市颜值， 但换个思路看， 老厂
房承载着人们对过往年代的情感
记忆 ， 有着独特价值的宝贵资

源， 如果改造得当， 利用充分，
让这些工业遗存的价值再生， 遗
存不仅可以变为遗产， 带来一定
的商业和文旅效益， 还能延续城
市的文脉， 为城市留一抹 “工业
乡愁”。

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老厂房，
是城市文脉的珍贵财富。 赋予老
厂房新的功能和价值， 与吃住行
游娱购等业态有机融合， 让工业
遗迹在蝶变中浴火重生， 成为生
机盎然的文创产业聚集地， 让居
民切实感受到城市的变化和生活
的美好， 是城市更新需要探索研
究的一项课题。 期待各地能够从
一些城市老厂房嬗变中获得启

示 ， 推进工业遗存资源升级改
造， 让越来越多老厂房实现华丽
转身， 变身为富有生机、 商机、

活力的新地标， 成为城市的闪亮
一隅， 以及市民吃喝玩乐的好去
处。 □刘予涵

张涛： 每盒成本仅为14.6元
的淀粉丸， 通过包装设计和虚假
宣传，摇身一变成为揭开863计划
慢病奇方奥秘的 “863复活丹 ” ，
然后以 1000元至 6980元不等的
高价进行兜售， 受害人多为老年
人……近日，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
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由景德镇市
公安机关侦办的“7·1”保健品诈
骗案件进行判决。 有关部门和全
社会要高度重视，形成合力，坚决
遏制假借保健品之名，行诈骗“坑
老”之实。

家门口养老

年终岁末是欠薪问题易
发高发期， 在党中央、 国务
院部署下， 各地正加速开展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专
项行动如何开展 、 效果如
何？ 记者在北京、 浙江、 广
东、 四川等地调研采访了解
到， 当地相关部门围绕根治
欠薪工作展开全面排查、 分
类施策， 用心、 用情、 用力
让农民工安 “薪” 过节， 推
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
根本治理。 （2023年12月31
日 新华社）

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
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
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依
法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益， 关系到广大农民工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农民
工工资能否按时足额发放，
一直以来就是党和政府高度
关注的问题。 2018年， 出台
《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
管理暂行办法》， 并多批次
公布了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
名单” 信息。 2021年11月 ，
又出台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
行办法》， 并于先后公布几
批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 特别是， 针
对年终岁末是欠薪问题易发
高发期 ， 近日各地正加速
开 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
际， 必须打好根治欠薪 “组
合拳 ”， 让农民工安 “薪 ”
过年。 首先， 应实现农民工
实名用工、 按月发工资、 建
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全覆
盖。 同时， 对于克扣、 无故
拖欠农民工工资， 达到认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
的，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实行
联合惩戒 。 司法机关应严
厉 打击恶意欠薪行为 ， 依
法为农民工等劳动者保驾护
航。

□张西流

依法保障粮食安全
健全法治治理体系

参加团建发生意外算工伤具有导向意义

打好根治欠薪“组合拳”
让农民工安“薪”过年

遏制保健品“坑老”
要形成合力

期待更多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常久坐、 运动少……针对园
区职工普遍生活作息模式， “午
间创享会” 广泛开展跳皮筋、 滑
行挑战等一系列形式新颖有趣的
主题健身活动， 带领职工利用午
休碎片化时间 “动” 起来。 （1
月2日 《劳动午报》）

据报道， 中关村软件园企业
联合工会把准职工 “生物钟 ”，
巧用午休间隙倾力打造 “午间创
享汇” 文化活动品牌。 “午间创
享汇 ” 自 2021年底推出至今 ，
已开展活动近20场， 覆盖企业百

余家， 参与规模超过5000人次 ，
受到园区企业职工的好评。

许多职工由于工作繁忙，平
时很难抽出时间进行文体活动。
特别一些职工的工作岗位活动机
会少，常常久坐工位，更需要参加
运动，来增强体质。如何让更多的
职工“动”起来？笔者以为，中关村
软件园企业联合工会通过打造
“午间创享汇”， 持续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 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
做法。 “午间创享汇”，充分利用午
休间隙的碎片化时间， 让职工能

够积极参与到文体活动中去，不
仅有效地解决了职工运动缺时间
的问题，守护了健康，而且以职工
多元需求为导向， 进一步拓宽思
路和整合资源， 将工会服务与职
工的业务支撑、文化赋能相融合，
形成了工会、企业、职工“三位一
体”的交流成长共同体，既促进了
和谐发展， 又助力提升了职工的
综合素质。同时，也让职工在繁忙
的工作中放松身心、增长知识、结
识好友，增加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费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