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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玉

提前上班出事故能不能算工
伤？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送分
题”。现实中，许多工伤认定案件的
情形都更加复杂。

家住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男
子王某，本身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开
始，但他每天提前到5点就到公司上
班。近期，王某出门时发生车祸。公
司却认为其违反公司制度提前上班，
不应该认定为工伤。日前，当地人社
局认定了王某所受事故伤害为工
伤。该局解释称，职工提前上班是为
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属于履行职务的

行为。提前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一般应认定为工
伤。但职工因早退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一般不认定为工伤。

“提前上班不算工伤”，如此逻辑
不仅招致了网友的一片吐槽，就连当
地人社局都“不能忍”，及时给涉事企
业负责人普法宣教。当然，本案的后
续走向还不算坏：公司老板表示不再
提出异议，并承诺让王某享受工伤待
遇，一周后还要亲自上门慰问。可纵
使如此，此事的余波仍旧远未平息。
不少人出于对王某的感同身受，再次
对职场的人情冷暖心有戚戚。

处理该案时，如东人社局工作人
员专门强调“职工提前上班，是出于

用人单位的利益，属于履行职务的行
为”，以及“提前上班途中发生事故，
应认定工伤”。需要指出的是，上述
的表态绝非某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
有着一系列的法律依据和执法惯例
作为支撑。早在2010年，《工伤保险
条例》就正式修法转向，确立了“向职
工保护倾斜”的基本原则。此后，在
日常行政执法实践中，但凡职工为了
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而所产生
的事故，通常都被认定为工伤。

显而易见，在鉴定工伤的过程
中，职能部门更多所奉行的是“实质
审核”而非“形式审核”，即更注重考
量职工的行为是否与自身工作相关、
是否合乎雇佣企业的利益，而不去机

械地比照其是否符合公司的规章制
度或管理规定。本案中企业一方认
为王某提前上班违反了公司制度，故
而不该认定为工伤，这套说辞过度放
大了“内部章程”的位阶和效力，其意
图以格式条款来限定甚至否定相关
法律的普遍适用性，自然会被驳回。

有必要重申的常识是，能不能认
定工伤不在于雇佣合同或企业制度
中是否存在专门性约定条款，只要职
工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且受伤
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就
可以认定为工伤继而享受工伤待
遇。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工伤
的认定还应遵循着“宜宽不宜紧”“宜
推衍不宜收束”的原则。比如说，对

于《工伤保险条例》中“工作时间”“工
作场所”“工作岗位”的理解和界定，
就不适合简单拘泥于字面的表述，而
应该推及到本质内涵。

提前上班出事故能不能算工
伤？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送分
题”。现实中，许多工伤认定案件的
情形都更加复杂。前不久，一个耗时
6年的判例就引发广泛关注：老师在
家中猝死，最高法院最终认为属工
伤。之于此，最高法给出的理由是，

“工作岗位”可理解为包括在家加班
工作，应当认定为工伤。总之，在工
伤认定中追求实质正义，有许多类似
的经典案件审理，足可以给相关行政
部门和用工单位以启发和警示。

提前上班出事不算工伤
奇葩逻辑逼出法律存在感

□丁慎毅

电子烟也是“烟”在国内也将逐渐
达成共识。因此，虽然国内多数城市尚
未明确公共场所不能吸电子烟，但要吸
的“烟民”们也该注意，你的行为是否影
响了他人健康。

新京报报道，近日，一女子在北京
地铁10号线列车吸电子烟，几名乘客和
乘务管理员进行劝阻，女子对此反驳

“有没有文化啊？电子烟不是烟”，双方
因此发生言语争执。北京地铁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条例》对电子烟没有作出规
定。但吸电子烟对其他乘客有影响，发
现情况会第一时间对吸食乘客进行劝
阻。

在地铁车厢内吸电子烟，被劝说
“这是公共场合，你注意点”“别影响他
人”后不听劝阻，反而气焰嚣张、大爆粗
口，这名女子的行为实在让人愤怒。

但是从她的言语“有没有文化啊？
电子烟不是烟”，可以看出，她之所以如
此强硬，根源在于她认为电子烟不是

“烟”。
其实，电子烟在有些国家、地区也

被认为是“烟”。早在2016年5月，美国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就发布了一项规定，
将电子烟产品归类为烟草制品。专家
也认为，电子烟依然含有尼古丁、焦油
的成分，虽然含量更少，但照样是有害
的，呼出来的气体，与二手烟同等危
害。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电子烟有害公
共健康，它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
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
产生危害。

在我国，虽然未普遍将电子烟归类
为烟草制品，未有明令禁止公共场合吸
食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子烟的危害
就不存在。不久前发生的国航CA106
航班事件，即因为副驾驶吸食电子烟引
发一系列操作而导致机上乘客经历生
死时速，由此引发轩然大波。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电子烟，已经
有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将其纳入监管。
2018年4月，杭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杭州
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决定（草
案）》，其中第二十六条明确将吸入、呼
出有害电子烟雾气纳入“吸烟”行为。
而6月19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卫生事务
委员会也通过了“尽快全面禁售电子烟
及其他等烟草产品”的动议。

就此而言，电子烟也是“烟”在国内
也将逐渐达成共识。因此，虽然国内多
数城市尚未明确公共场所不能吸电子
烟，但要吸的“烟民”们也该注意，你的
行为是否影响了他人健康。

地铁上抽电子烟
也要注意影响

潇湘晨报8月1日报道，长沙某
高校大三学生，从冰箱拿出一瓶可
乐，不小心将塑料可乐瓶掉在地
上。在他捡起来打开瓶盖的瞬间，
可乐瓶突发爆炸，将他左手虎口处
炸开一条口子，手指被炸骨折。专
家提醒，很多碳酸饮料或啤酒的包
装上都明确标明“不可加热或 0℃
以下冷冻”。

点评：真不“可乐”。

澎湃新闻7月31日报道，家住河
南省焦作市马村区的年轻妈妈把一
张0.19元药费的门诊收费票据发到
朋友圈，引起热赞，开药医生被称为

“医界良心”。该医生表示，自己开的
药都是根据病情开的，不需要花那么
多钱就不会让病人花那么多。

点评：良心无价。

钱江晚报8月1日报道，日本一
项老年人相关政策修订草案提出建
设“不老社会”，鼓励老年人继续就
业，公共养老金可待 70 岁以后领
取。新政包括一系列鼓励日本老人
再就业措施，希望 60岁至 64岁人
口就业率能从2016年的63.6%提高
至2020年的 67%。新政出台源于
日本老龄化日趋严重。

点评：长“干”不老。

华西都市报7月31日报道，近
日，有一位杭州妈妈写的一封信在
朋友圈刷屏。孩子想要父母帮他买
套房，妈妈手写一封信：“你终归要
自己飞翔”，拒绝了。在他妈妈看
来，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自己
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

点评：就别在妈妈这儿争取了。

北京青年报7月31日报道，在
高速公路匝道处，开着保时捷的漂
亮女士自称遇到困难，向过路司机
借钱，说好了事后会归还，司机再打
电话却无法接通。近日，有好心司
机遇到这个美女并借钱给她，直到
几天后同一地点再次遇到才知被
骗。近日，顺义警方在高速上抓获
这名涉嫌诈骗嫌疑人。

点评：不可貌相。

人民日报海外版 7 月 30 日报
道，“虚拟绑架”盯上中国留学生。
近期，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敲诈
勒索行为在多国发生，中国驻外使
领馆相继发布紧急提醒。中国驻多
伦多总领馆领事侨务组的宋晨亮领
事表示，因一些海外华人不了解这
些骗术及中国留学生日趋低龄化，
因此比较容易受骗。

点评：各种骗法。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微言博议

□陈灏、袁军宝

“吃西红柿炒蛋能抗癌”
“吸烟能增强记忆力”……健
康问题多发的盛夏时节，披
着“关怀”外衣的谣言又频繁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造谣者
混淆视听无疑可恶，驱动造
谣行为的利益机制助纣为虐
更值得警惕。

“关怀式谣言”涉及衣、
食、住、行等与每个人息息
相关的领域，打着“善意提
醒”的幌子引人点击，欺骗
性更强；基于熟人传播，危
害很大。读者一旦轻信，轻
则形成错误观念，重则可能
在用药、急救等方面酿成恶
果。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
腿。近年来，政府机构、公益
组织、自媒体平台的辟谣力
度不断加大，但仍挡不住大
量“关怀式谣言”在微信群、

朋友圈肆虐。一些科学素养
不高、深受疾病困扰的人，对
此缺乏免疫力，抱着“宁信其
有”的心态成为这类谣言的

“二传手”。
此类“关怀式谣言”的制

造者看似菩萨心肠，实则是
利用读者的善良和关切牟
利。自媒体文章的阅读量直
接与经济收益挂钩，一些影
响力大的公众号动辄报出几
十万元的广告价格，经济利
益驱使下，少数自媒体从业
者抓住人们对健康日益重视
的心理，炮制耸人听闻的谣
言吸引眼球、增加粉丝、从中
渔利。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造
谣行为近年来“产业化”趋势
明显。有媒体披露，谣言传
播环节也开始明码标价。有
APP对注册用户转发文章带
来的阅读量按照每次0.1元
的价格进行“奖励”，甚至还

建立了类似传销的收益分配
机制。读者不经意的转发其
实是在为谣言制造者和发布
者免费“打工”。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各种自媒体公号和文章泥沙
俱下，不仅需要受众加强甄
别，更需要发布平台担起监
督责任。一方面，从源头加
强内容把关，加大对不实信
息和谣言的审查、打击力度；
另一方面，严格广告发布机
制，斩断利用造谣牟利的不
法利益链条。

我国对网络造谣行为有
明确的处罚规定，但现实中
却很少对“关怀式谣言”追
责。对此，有关部门应强化
监督，对有组织、有利益动机
的造谣传谣行为进行处罚，
确保自媒体信息发布依法合
规，避免公众对亲友的关心
被造谣传谣者的不良居心所
利用。

莫让善良被“关怀式谣言”利用

从中渔利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