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视点：主张线上加班费，这些能作
为证据！》

主张线上加班费，这些能作为证据！

“ 下 了 班 还 得 线 上 办 公 ”“24 小 时 紧 盯 微 信 待

命”……近段时间以来，“线上加班”话题持续引发关注。

目前，各地已有多起司法判例，支持了劳动者索要线上加

班费的诉讼请求，明确“线上加班”受劳动法保护。

哪些证据能证明线上加班，并由此主张加班费呢？

跟工视点一起来看。（本报记者 贺少成 陈骁 付子晴）

请假照顾重病亲属遭辞退，合理吗？

2021 年 12 月 20 日，汪某入职某公司。工作期间，因

父亲患颅内恶性肿瘤，汪某以陪护父亲手术为由向公司

提交请假申请。2022年 8月 25日，该公司以汪某 2022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19 日连续旷工 5 天为由，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

法院经审理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应向汪某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 万元。法院为何这样判决

呢？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卢越 窦菲涛）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请假多日照顾病
重父亲遭辞退，这有道理吗？》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在消博会上一睹“千年瓷都”风采》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在消博会的“千年瓷都”

景德镇展台上，一件件精美的瓷器艺术品吸引着无数目

光。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陶瓷艺术的宝库，美得令

现场观众连连赞叹。

（本报记者 唐姝 北梦原 安彦璟 茹晓茜 赖书闻）

在消博会上一睹“千年瓷都”风采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评·百秒快评｜小人物大能量，他们
用平凡微光点亮网络星河》

近日，在江苏无锡举办的“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

国好网民”主题活动 2023年总结展示暨 2024年启动仪式

上，来了几位网络达人，他们在网络上又掀起了一股正能

量热潮。

他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因为一件事、一段视频成了

网络空间中的“明星”，在他们身上，流量与能量并存，而

我们要传播的就是这样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郑莉 曲欣悦 史宏宇）

小人物大能量，他们点亮网络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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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难题的重要意义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共同绘制技术工人的“成长地图”

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有了新突破——

据 4 月 18 日《工人日报》报道，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职业

性中暑”工伤认定的行政确认案件。案件

中，一名建筑工人在作业状态下突发热射

病晕倒并于数日后死亡，家属奔波近 6 年未

获工伤认定。在各方的努力下，案件中的

行政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该案也是四川

省首个将“职业性中暑”（热射病）认定为工

伤的司法案例。

职 业 性 中 暑 的 工 伤 认 定 是 一 个 老 难

题，一些罹患职业性中暑的职工因为无法通

过工伤认定程序获得工伤认定，自身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也成

了“睡眠条款”。有些职工走上漫长的维权

之路，各界有关“激活”职业性中暑工伤认

定程序、别让劳动者伤身又伤心的呼声不

断。该案的处理程序和结果，对破解职业

性中暑工伤认定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职业性中暑又称热射病，是职业病分

类 目 录 中 有 关 物 理 因 素 所 致 职 业 病 的 一

种。不同于粉尘、化学性中毒导致的职业

病，职业性中暑一直存在工伤认定难、享受

待遇难、处理程序不通畅等问题。比如，职

业病中暑往往是中暑引发其他合并症，一

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死亡等极端性伤害，而

一旦发生死亡等极端情况，往往会因为用

人 单 位 不 愿 提 供 劳 动 者 发 病 时 的 工 作 情

况、劳动者无法提供职业病诊断书等原因，

出现无法认定为工伤或者不予认定为工伤

等问题，因而鲜有患病劳动者能够顺利通

过工伤认定进而享受职业病待遇。

破解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难，激活工伤

保险条例中的“睡眠条款”，各方一直在苦苦

探索。本案的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为劳动

者、职业病认定机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以

及司法机构在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该案给相关劳动者维权提供了有益的

指导。针对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中劳动者

往往无法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完全的问

题，此案提示劳动者及其家属，在有可能导

致中暑的劳动环境下工作或者罹患职业性

中暑后，一定要保留工作情况的材料、要求

医疗机构出具载有明确病因的诊断书、及

时申请职业病诊断，这些是获得工伤认定

的前提。

该案给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机构提供

了有价值的引导。针对职业性中暑工伤认

定存在“过于严苛”的现象，此案提示工伤

认定机构，在进行职业病中暑工伤认定时，

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收集相关材料，联动劳

动监察机构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必要材料，

减轻劳动者的负担；此案也提醒职业病鉴

定机构，要总结和优化职业性中暑鉴定程

序，按照“事实重于程序”的原则进行职业

病鉴定，而不是机械性地处处以“规定”为

借口、以“程序必备”为条件，从而有效降低

劳动者维权的难度。

此案也给司法机关提供了实质性化解

纠 纷 的 新 思 路 。 针 对 越 来 越 多 的 工 伤 认

定案件被推向司法程序的情形，此案提示

审判机关，在审理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时，

要重点推断和合理区分劳动者的病因与伤

害结果的因果关系，通过调解等多种方法

强化实质性化解纠纷，通过司法建议书等

方 式 提 示 相 关 部 门 优 化 职 业 性 中 暑 工 伤

认定程序。同时，此案也提示检察机关，

要通过法律监督，督促相关机构优化工作

程序，要主动参与化解纠纷，重视问题的实

质性解决。

此案也给完善相关立法提供了新的参

考 样 本 。 职 业 性 中 暑 工 伤 认 定 出 现 的 纠

纷，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规定不明确、操作程

序不具体有关。近年来，有关工伤认定的

行政诉讼案件不断上升，通过审理相关案

件，在实质性化解纠纷的过程中不断累积

经验，可以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实践支撑。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近年来，

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不时出现，职业性中

暑患者逐年增多，其中露天作业的体力劳

动者是高发人群。给劳动者提供一个安全

的工作环境，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急迫而必要。期待相关部门借鉴该案的处

理要义，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探索出

更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健康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本案的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
为劳动者、职业病认定机构、劳动
能力鉴定机构以及司法机构在职
业性中暑工伤认定、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分 心

图 说G年轻人“爱”上史铁生，
方寸屏幕同样可以亲近经典

李英锋

据 4月 23日《工人日报》报道，在第 24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披

露的一起案件引发广泛关注——碰瓷“乌苏”

啤酒、从名称到包装都如出一辙的“鸟苏”啤

酒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被判

决赔偿 208万元。

鸟苏不是乌苏，比乌苏多一“点”，但很多

消费者往往较难注意到这一“点”。加之相关

侵权企业会有意仿照正品，对仿品的商标、名

称、包装等“贴身”设计，鸟苏啤酒便有了更强

的迷惑性和误导性，而这一“点”也成为侵权

企业的“傍点”和“卖点”。好在法官的眼里不

容这一“点”沙子，依法认定鸟苏啤酒构成违

法侵权，让侵权企业付出了应有的法律代价，

也维护了正品企业的合法权益。

在个案维权之外，鸟苏啤酒碰瓷案还具

有较为普遍的维权示范和法治教育意义。

市场上，利用一“点”之差或一“字”之差傍名

牌的企业不在少数，仿“大白兔”的“太白

兔”、仿“康师傅”的“康帅傅”、仿“奥利奥”的

“粤利粤”等山寨品，都曾引发市场混淆和误

认，令消费者防不胜防，让正品企业备受困

扰。上述判决结果彰显了法院严格保护知

识产权的鲜明态度，清晰地呈现了傍名牌、

搭便车、走“捷径”的负面法律后果，给侵权

企业敲响了警钟，有助于倒逼企业增强法律

意识，看清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和红线，规

范生产经营行为，摒弃“拿来主义”“山寨主

义”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从源头减少侵权

行为。

近年来，各地各级法院审理了不少类似

案件，充分释放了对恶意注册、攀附使用、混

淆市场等侵权行为的惩戒、震慑、警示效应，

维护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也让正品

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全面的保护。

但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

线，到了司法环节，市场混淆往往已存在了相

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已有大量消费者被误导，

正品企业被困扰了许久，权益一直被侵犯，并

在维权中消耗了不少成本。可见，保护知识

产权需在守住司法保护防线的基础上，加强

前端、中端的治理。

其实，傍名牌、仿冒商品名称或包装、商

标碰瓷等行为已被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

等相关法律拉入了负面清单，纳入了监管部

门的治理范围。市场监管等部门应用足用好

法律武器，加强对傍名牌行为的监督检查，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调查处置的效率和准

确率，努力把侵权问题解决在监管环节。这

样既能减少被侵权企业的损失，也能降低被

侵权企业的维权成本和压力。此外，也可以

联合行业协会加强普法宣传，对企业开展守

法经营的教育引导，鼓励支持企业培育自己

的品牌。

只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各个环节眼里都容

不得一“点”沙子，才能构建全面、严格、高效

的立体保护体系，取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知识产权保护容不得一“点”沙子

弓长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被誉为

“宝安工业第一街”。这条街道在制造业 31

个大类行业中拥有 27 个，上市企业 10 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5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736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19 家。近

4 年来，宝安区总工会评选出“宝安工匠”80

名 ，石 岩 街 道 就 有 18 名 ，堪 称“ 工 匠 一 条

街”。从“工业一条街”到“工匠一条街”，石

岩街道的变化得益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企业四级工会联合培育机制，通过建

强产教融合平台，共同绘制技术人才“成长

地图”，让职工更具创新创造活力。（见 4 月

22 日《工人日报》）

产业工人的技能水平和专业素养，直接

关系到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水平，科技进步和

产业升级也对产业工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工会组织积极参与产业工人培育和

技能提升，通过多种形式为其成长和发展提

供支持和服务。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四级

工会携手推进的联合培育机制，就是典型样

本之一。

首先，四级工会联合培育机制的一大亮

点在于，通过多级工会的有机合作，实现了

资源的有效整合。这种跨级别的合作模式，

不仅能够集中各级工会的力量，还能够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对技术人才来说，这意味着

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和更高

的职业发展天花板。

其次，这一机制为产业工人提供了较为

清晰的职业发展方向。现实中，不少技术人

才往往因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感到迷

茫，四级工会共同绘制的“成长地图”一定程

度解决了这一困扰——企业注重激发职工的

创新创造活力，街道组建技能人才储备队伍，

区总明确劳模工匠认定标准、落实工匠待遇，

市总定向为企业输送行业紧缺的高技能人

才，相关举措都致力于帮助技术人才更好地

认识自我，激发个体潜能，实现自我提升。

其三，这一机制弥补了传统“师带徒”模

式的短板，“过去师傅不知道教什么、教多久，

徒弟学到的知识不系统、不完整”，而在这一

机制下，从集纳了动作分解表和教学视频的

成熟培训大纲，到定期收集、奖励职工创新创

造提案，这些都让产教融合更加高效，成为一

种良性循环，从而更加符合技术人才成长规

律，进一步适应企业和社会的发展需求。

此外，这一机制顺应了地方经济结构转

型的大趋势。从“工业一条街”到“工匠一条

街”的转变，体现了当地各级工会对人才技

能提升的重视，而人才因素显然是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的关键。四级工会的联合培育将

有效助力技能人才素质提升，进而推动传统

产业向更高端、更专业化方向发展。

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四级工会联合培育

机制，为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多思路和

可能，为产教融合的深入实施探索了新路径、

绘就了新图景。期待更多类似的创新举措涌

现，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技术、重视技能的良好

氛围，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支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胡欣红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9 个世界读书

日，《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抖音上品读

史铁生，“史铁生”相关话题播放量破 30
亿次，《我与地坛》在多个非虚构图书榜位

列前三，《病隙笔记》《务虚笔记》里的许多

句子在社交平台更是频频“出圈”。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在手，随

处都可阅读，但“没有书香的阅读”似乎总

少了些什么，甚至有人将读屏与碎片化浅

阅读画上等号。如今史铁生在新媒介平

台的走红，刷新了不少人的认知。

初读不识书中意，再读已是书中

人。品味经典作品，常常需要人生阅历去

理解，而读书类视频和直播，组织者大多

会结合自身感悟来解读原著，帮助读者更

好领悟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想。

“如果能晚两年学史铁生的文章，我

一定不会到现在才发现他的价值”“《我与

地坛》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每一句都刚

好说到你心坎里”……史铁生的作品不仅

因其文学价值受到欢迎，还因其能触及年

轻人内心，激发他们对生命、命运和个人

价值等方面的深度思考，其中流露出的坚

韧、豁达和顽强，通过短视频平台在年轻

人中引起了共鸣。而这种情感的连接正

是推动阅读的重要动力。

“史铁生”现象并非个例。据统计，

2023年某视频平台读书类内容数量增长

922%，读书类作者增长779%，《百年孤独》

《活着》《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经典好书再

度爆红，《赶时间的人》《翦商》等小众新书

频受关注，已有 12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家、超300家出版社入驻该视频平台。

通过动画、实地探访、深入解读等方

式，短视频与直播为用户带来了多元阅读

体验，帮人们了解好书及背后的故事。这

样的阅读方式赋予老内容新时代价值，加

上网友二创、书评等持续引发热度，形成情

绪共振和共读氛围，这似乎成了大众走近经

典书籍的一把钥匙，激发了全民阅读热情。

“倘若你觉得人生幸运，那么，你应该

读读史铁生。倘若你觉得人生充满不幸，

那么，你一定要读读史铁生。”时代在变，

文字的载体也在变，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平

台开始读史铁生，启迪我们建设书香社

会、推进全民阅读，需善用“读屏”之力，让

方寸屏幕成为开启阅读、亲近经典之窗。

据中新网报道，近年来，随着智能车载设备增多，驾
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接打手持电话、操作手机导航等“分心
驾驶”行为以及导致交通事故的情况渐渐增多。今年，北
京交管部门将结合非现场执法和“随手拍”等措施，加大
对“分心驾驶”的处罚整治力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机动车不
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
为，违者将会被依法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扣3分，不少
驾驶员也知晓“分心驾驶”的危害，可现实中“分心驾驶”
一直存在治理难点。这一方面缘于相当多的驾驶员存在
侥幸心理，觉得开车时眼睛和脑子“溜号”一两秒钟并无
大碍，那些真实案例的警示视频更是放给别人看的。另
一方面，“分心驾驶”较为隐蔽，监督起来并不容易，路面
摄像头远距离监测、“随手拍”等监督触角也总有难至之
处。面对现实困境，还是应不断丰富监督方式、强化执法
手段，让“开车不分心，分心不开车”的原则真正入脑入
心，让大家对交通安全的敬畏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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