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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旭）家政员打零工无固定

收入，因车祸耽误工作有没有误工费？4月 7
日，记者从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获悉，大连某公交客运公司近日向黄英（化

名）赔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营养费等共计

23.22 万元，其中误工费 2.07 万元。法院明

确，参照鉴定意见总误工建议时间为 180天，

按 2019 年度大连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41880元÷365天）×180天计算。

2020 年 10 月 24 日 6 时 20 分，在大连市

甘井子区海北街附近，一辆重型自卸大货车

与一辆公交车相撞，车内 8 名乘客重重摔倒

在地，黄英是一名家政员，受伤最重。经甘井

子区交警大队现场勘查，认定重型自卸大货

车因左转向未让直行的公交车，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公交车司机正常行驶无责任。

因事故发生后就联系不上大货车司机

了，公交公司认为没责任不肯赔付。黄英委

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

海，将公交公司起诉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

法院，请求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

审理后认为，旅客运输合同承运人对旅客的

伤亡适用无过错原则，公交公司有责任将乘

客安全运送到目的站。因此，公交公司应当

赔偿。

计算到误工费时，双方起了争执。公交

公司认为，黄英没有固定工作，不应该有误工

费。王金海表示，黄英没有工作单位，但通过

微信家政群联系打零工，客户也是通过微信

将保洁服务费转给黄英。从微信群聊天记录

和黄英的微信收款记录来看，黄英在受伤前，

每月从事家政工作平均收入为 4600元。

法院认为，根据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误工费根据受害

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无固

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

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

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因黄

英举证不了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所以按所在地

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即为2.07万元。

法院判决后，公交公司未上诉，表示尽快

给付黄英的赔偿款，之后会以公交公司的名

义，再起诉大货车车主，向其追偿。

为什么公交车无责任，乘客还要起诉公

交公司呢？王金海律师解释说，民法典第八

百二十三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

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旅客运输合同适

用无过错责任，只要旅客无故意或重大过失

行为，在乘坐公交车时发生伤害，公交公司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乘客在公交车上受

伤，可以依照旅客运输合同起诉公交公司，也

可以依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依照侵权责任

纠纷起诉第三方大货车。唯一区别的是，如

果选择运输合同起诉，法院将不支持精神损

害抚慰金。

王金海表示，打零工耽误赚钱了也是误

工，应当享有误工费。他提醒务工者，打零工

也要有保留收入证明的习惯，以备不时之需。

务工时间不固定，收入不稳定，误工费计算起争执，法院判决——

打零工遇事故耽误赚钱也有误工费
家政员车祸受伤误工 180 天，成功索赔 2 万元

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吉林省作为

农业大省，担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大责任，当前，全省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也是备春耕生产的关键阶段。为确

保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不误，4 月 4 日，省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滞留长吉两市

农 民 返 乡 春 耕 工 作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对返乡条件、申请程序、人员转运和返

乡后的管控都做了详细规定。

根据《方案》内容，居住在封控区内的农

民，所在楼栋近 7日无新发病例，且其不属于

密接、次密接人员，近 7 日内至少有 3 次以上

核酸检测为阴性，持 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

明，返乡当日抗原检测阴性；居住在管控区内

的农民，不属于密接、次密接人员，近 7 日内

居家隔离，持 48 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返

乡当日抗原检测阴性；居住在防范区内的农

民，持 48 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返乡当日

抗原检测阴性。

在企业、工地等闭环管理的农民，所在企

业、工地等 7 日内未发生过疫情，近 7 日内至

少有 3 次以上核酸检测为阴性，持 48 小时以

内核酸阴性证明，返乡当日抗原检测阴性。

《方案》同时明确，长春市、吉林市原则上要按

上述返乡条件执行。确有需要，经评估后也

可根据辖区内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对上述返乡

条件做出适当调整。

从 4 月 5 日开始，需要返乡的人，本人凭

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向所在地社区提出申请。

社区要在 1日内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相关信息

逐级上报至长吉两市备春耕工作专班。长吉

两市备春耕工作专班将相关信息推送到相关

市（州）备春耕工作专班，共同商定转送时间、

地点、人数。相关市（州）备春耕工作专班安

排所辖县份做好点对点运送工作。长吉两市

设立集中转送点，各城区负责将相关人员转

运至集中转送点，相关县份组织点对点接

回。长吉两市本市域内的返乡农民，由所在

县份安排点对点接回。

《方案》要求，返乡农民返回后，当地要立

即组织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每人配发 3 个抗

原试剂盒，村委会监督其在第 2、4、7 天分别

进行抗原检测，出现阳性结果立即报告。返

乡农民要服从当地疫情管控要求，开展一周

健康监测，实行严格闭环管理，在固定范围点

对点从事农业生产相关活动，不串门、不串

村，不得参加各类聚集性活动。从封控区、管

控区返乡农民，须居家隔离 7日，确保足不出

户。疫情管控解除前，返乡农民不得返回离

开地。

此外，《方案》还特别强调，返乡农民所在

县份不得设置障碍、无故拒收，要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加强返乡春耕农民管理，做好核酸、抗

原检测等工作。对于因疫情原因无法返乡春

耕的农民，村委会要在充分尊重本人意愿的

基础上，采取代耕代种等方式把地种好，确保

一垄不撂荒。

吉林省制定农民返乡方案
确保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不误，所在县份不得设置障碍、无故拒收

“赶快去把伤口上的沙子用清水冲洗一下，这里有碘伏消毒液，还有纱布可以包扎。”说
话的工夫，江西南昌书香瑶庭项目部安全员郭昆就已经熟练地将工人不慎划破的手包扎
好。只见他头戴安全帽，身穿绿色反光衣，手提医用小药箱，在施工现场来回穿梭，这便是中
铁建设中南公司安全员的日常“时尚穿搭”，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工地上行走的医药箱”。

“每当看见他和他手中的小药箱，心里就会特别踏实，感觉有人在时刻关注我的安危，这
里就是我的家。”工人们纷纷表示。 张凯 摄

行走的医药箱

本报记者 杨召奎

目前，上海此轮疫情防控正迎来最关键

的阶段。尽管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被按下了

“暂停键”，依然有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守护

者一直奔跑在路上，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能力

范围内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与这座城市同呼

吸共命运。

途虎养车工场店（豫园店）店长耿杰的一

天，是从早上 6点开始。简单洗漱过后，扒拉

几口早饭，耿杰会根据当天的日程安排和工

作量，再决定拉上门店文豪杰、林贻庭、张国

明三名技师中的一名或者全员。每天的任务

都像是“开盲盒”——会有多少人发来车辆救

援的需求，多少人发来生活物资配送的需求，

都是未知。

自 3 月 28 日上海分批实施核酸筛查开

始，耿杰所在的门店就报名参加了途虎养车

紧急救援服务队，开始向上海市民和政府防

疫防控相关车辆提供公益救援。

“我们紧急救援服务的对象为，上海市内

的疫情防控通勤车辆及居民车辆。免费服务

内容包含免费消杀（雾化消毒或臭氧消菌），

免费道路救援（更换备胎、电瓶搭电），免费添

加玻璃水，免费充氮气，免费发动机仓‘龙卷

风’式深度清洗 5大项。”耿杰说。

耿杰回忆，3月 28日当天的第一例求援，

来自一辆半路熄火的警车。耿杰带着两名技

师快速反应，10 分钟便到达现场，熟门熟路

地检测、搭电，车辆在成功启动后离开。

像这样的车辆救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求助的对象中，有参与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医

护人员、志愿者，也有保障城市稳定运行的其

他岗位相关人员与从业者。

一人、一车、一部手机。上海此轮疫情

发生后，位于浦东的途虎养车工场店（周祝

公路店）店长樊报一直奔走在安静的街头。

“最早 5 点钟起床，最晚凌晨两点钟睡觉，有

的时候每天都得忙 10 多个小时。”浦东因疫

情封控后，樊报反而更忙了。防疫车辆缺

电、扎胎求救援，生活物资紧急运送，药品代

购……只要求助者一通电话，樊报就总能出

现在现场。

“我老婆孩子都在上海。疫情刚开始的

时候，我就跟老婆商量，说要住在店里不回来

了，后面我还要去做志愿者。我老婆是党员，

她也很支持我能够在这个时候为社会出一点

力。”樊报说，老家的父母和亲戚朋友知道自

己在做志愿者和义工，都很支持。

“我把救援和做志愿者的过程记录下来

发抖音、发朋友圈，大家都给我点赞，这让我

感觉很有成就感，能为战胜疫情贡献自己的

一点力量，也很骄傲。”樊报说。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每天的任务量都像“开盲盒”

一群汽车维修人员的守“沪”日志

内蒙古欠薪专项整治贯穿全年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为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牧民

工工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决定组织开展 2022年拖欠农

牧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这次专项整治行动贯穿全

年，分为动员部署、专项督查、盟市互查、调度抽查、整改

落实、健全机制六个阶段，自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了

月调度、月通报工作机制，指导督促各地抓好落实。

2021 年，内蒙古接收全国根治欠薪平台投诉举报线

索 2.61万条（涉及 5.77万人、7.1亿元），信访交办线索 955
条，各级劳动监察机构立案查处 235件，均得到有效办理

和处置。全区 3个集体、4名个人受到国务院根治欠薪领

导小组表彰。

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抓好源头治理、制度落实、案

件查处以及失信联合惩戒等方面的工作，从加强政府项

目、国有企业项目、社会投资项目源头监管；推进工资支

付保障制度全覆盖、加强“网格化”“网络化”监管；畅通

欠薪举报投诉渠道、加大欠薪线索督办力度、严格履行

司法保障职能、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加大

公开曝光力度、开展欠薪失信联合惩戒等方面具体落实

整治行动。

“亮码”进工地
4月 6日，为强化工地常态化疫情防控，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区香汇长龙项目工地入口处，建筑工人佩戴口罩，有序扫码
进入工地。

周古凯 摄/人民视觉

青海检察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通报

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助力解决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活动情况，并发布西宁市湟中区人

民检察院践行“枫桥经验”化解毛某某等 378人劳动报酬

纠纷案等十大典型案例。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摸排、积极履职，

共受理民事支持起诉申请 235 件，诉前调解促成和解 57
件，追回欠薪 339.66 万元，支持起诉 101 件，法院采纳支

持起诉意见 45 件，追回欠薪 43.2 万元，全省各级检察机

关与劳动保障等部门联合参与调解涉农民工劳资纠纷

27 次，帮助追回欠薪 4267.3 万元，全省刑事检察部门共

受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 38 件 40 人，提起公诉 11
件 13人。

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包括：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积极作为能动履职促青海某国有煤业公司化解欠薪纠纷

案、贵南县人民检察院“12309”助推普某等农民工讨薪

案、化隆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杜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案、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检察院建立联系机制提前介入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海晏县人民检察院支持马某某

等人诉前和解案、尖扎县人民检察院进企业摸线索助马

某某等人追索劳动报酬和解案、久治县人民检察院公开

听证化解华某某等人欠薪纠纷案、循化县人民检察院协

助收集证据跟进监督助牟某等人追索劳动报酬案、西宁

市湟中区人民检察院践行“枫桥经验”化解毛某某等 378
人劳动报酬纠纷案和乐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派驻检察

室”助力化解劳务纠纷积案。

江西于都现场清欠24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宋嘉华 李文坊）近日，

江西于都县人社局联合县公安局，现场清欠农民工工资

24万余元。

据悉，2021 年 9 月 1 日，于都县人社局接到投诉，反

映联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合计 248483元。

接到投诉后，该县人社局立即组成调查组对投诉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经查实，该公司拖欠谢春明等 47 人

工资情况属实。该局对投诉人所反映的事项进行了立

案处理，并于 2021 年 9 月 3 日给该公司下达了调查询问

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股人接受调查

询间。

调查询问通知书发出后，联顺纺织服装公司法定代

表人及实际控股人并未按照时限前来接受调査询问。9
月 10日，于都县人社局作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要求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股人 3 日内将工人

的工资补发到位，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股人未回

应也未按要求整改到位。

随后，于都县人社局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

股人以涉嫌存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于都县公安局

进一步处理。

立案后，于都县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前往联顺纺织服

装公司负责人户籍所在地重庆市，联合当地公安机关于

12 月 1 日将犯罪嫌疑人彭某缉拿归案，并责成当事人家

属筹得现款 24万余元。

12月 3日，在该县人社局和县公安局的召集下，被拖

欠工资的 47 人到达清欠现场，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领

回属于自己的工资。

“依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我们一直在行动。我们将当好‘裁判员’‘协调员’，妥善

解决农民工的投诉，保证他们拿到每一分辛苦钱。”该县

人社局负责人赖军说。

涉民生案件跑出“加速度”

农民工受工伤

七天追回权益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徐国

维 李治文）日前，广东韶关浈江人民法

院顺利执结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该

案从立案到执结，仅用时 7 天，真正让

涉民生案件跑出“加速度”，有效维护申

请执行人合法权益。

2019 年 7 月，南雄某公司承包了韶

关某服装批发市场悬飘雨棚搭建工程，

后将该工程转包给雷某行，雷某行雇佣

雷某和进行施工。2019 年 9 月 2 日，雷

某和搭建雨棚时，不慎从 4 米多高的架

子上坠落，当日即送往医院治疗。

2021 年 1 月 4 日，韶关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对雷某和作出劳动功能障

碍等级捌级的认定。出院后，雷某和因

赔偿问题与承包方南雄某公司协商未

果，遂将该公司诉至韶关市浈江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请求赔偿损失。

经仲裁院裁决，南雄某公司向雷某

和支付伤残补助金、工伤医疗补助金

等各项费用共计 22.6 万元。该公司对

裁决不服并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部分裁决事项，2021 年 12 月 14
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该

公司的申请。

裁定生效后，该公司一直未履行支

付义务。

2022 年 2 月 11 日，雷某和向浈江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依

法向该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 令 ，并 依 法 冻 结 该 公 司 银 行 账 号 。

考虑到被执行人为中小民营企业，如果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利于保护民营企

业，改善营商环境。为切实维护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早日领到赔偿款，执

行法官施铁梅积极联系该公司法定代

理人。

2 月 18 日下午，双方当事人到浈江

法院执行局接待室，执行法官向该公司

法定代理人唐某表示，雷某和作为外来

务工人员，家中并不富裕，此次受伤更

是花去不少医疗费，因为受伤造成劳动

能力功能障碍，对以后的工作更是造成

长久影响，引导其站在雷某和的角度考

虑问题，并告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及如未

履行所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及影响。

经过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双方当

事人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被执行人

从 2 月起，每月底前向申请执行人的指

定账户支付 3.8 万元，分六期还清。

目前，被申请执行人已向申请执行

人支付了第一笔款项，案件也得以妥善

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