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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工龄越长，病假工资、经济补偿、养老金越高1

工龄 不可忽视的职工权益硬指标

休病假是职工在职期间被迫休假的一
种常见形式，因其不可抗力，《劳动法》《工资
支付条例》《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
疗期规定》、《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对其进行了明确。

病假工资 陕西省转发劳动部《企

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
知中提出补充规定：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
负伤在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按其实际工龄
的长短发给。其标准为：实际工作年限十年
以下，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发给
本人工资收入的 70%；五年以上的，发给本
人工资收入的 75%。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
上，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发给本
人工资收入的 75%；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
发给本人工资收入的80%；十年以上十五年
以下的，发给本人工资收入的 85%；十五年
以上二十年以下的，发给本人工资收入的
90%；二十年以上三十年以下的，发给本人
工资收入的 95%；三十年以上的，发给本人
工资收入的100%。

《陕西省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治疗期
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的 70%支
付病假工资，但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80%。

结合一些因生病时间过长，怕被辞退的
职工的担忧来说，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了病假
期间企业不仅不得辞退员工，还需根据职工
工龄长短按有关规定发放相应标准的工资，
且工龄 30年以上的能拿到全工资（绩效工
资除外）。

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时给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俗称经济补偿
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七条明确，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

作的年限计算，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按半个
月工资支付。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
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
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特别注意的是，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
的平均工资。

记者梳理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六条、第四十八条同时对用人单位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所有情形进行了明确。

养老金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第十五条明确，基本养老金由
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本
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
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

个人累计缴费年限越高，则计算的基本
养老金越高。工龄指从事脑力或体力劳动，
以工资收入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资料的工
作年限。每工作一年，就形成一年工龄。

工龄是用于计算退休金等福利待遇的
一项重要依据。一般情况下，被确认为几年
工龄，视同缴纳几年社保，工龄越长，享受的
福利待遇越高。

比如 7月 7日陕西省人社厅、财政厅召
开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视频会
议上明确的挂钩调整显示，与缴费年限和养
老金水平双挂钩，体现调整政策的激励性导

向，引导参保人员在职长缴费、多缴费，退休
后多拿养老金，多调养老金。其中，按缴费
年限调整部分明确，退休人员十五年及以内
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
龄）部分，每满一年每人每月增加2元；超过
十五年的缴费年限部分，每满一年每人每月
增加3元。缴费年限按整年计算后，不足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

工龄长短与医疗期、探亲假等假期有关，但表现最为明
显的是年休假。

年休假 《劳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劳动者连续工

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其中，职工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满
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

医疗期 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工

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这个期间与职工的
实际工龄以及在本企业的工龄有关。依据工龄的长短，职工
可以享受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

陕西省规定，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
等）的职工，在二十四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当地劳
动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

探亲假 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

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工作的职工，工龄满一年可享受探亲假。

也就是说，工龄必须满一年，学徒、见习生、实习生在学
习、见习、实习期间不能享受。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探亲假
期分为以下几种：职工探望配偶的，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
次，假期为三十天；未婚职工探望父母，原则上每年给予探亲
假一次，假期为二十天；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每四年给假一
次，假期为二十天。

近日，安康市根治欠薪考核组一行到汉阴县考核2019年
度根治欠薪工作。

考核组一行先后来到博元幸福里、实验中学、双星五组安
置小区等在建项目点，实地核查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
况，并指出要进一步探索建立治理欠薪长效机制，依法保障农
民工合法权益。 □欧德水 摄

本报讯（杨望芝 薛静）近日，咸阳市泾阳县法院民事审判
庭在庭审后，通过微信沟通成功调解了一起涉案标的达百万元
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该案中原告某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远在深圳，被告陕西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则在咸阳市泾阳县，双方远距三千余里。案
件庭审时双方代理人虽有调解意愿但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
解失败。庭后考虑到原告方路途遥远，往来两地不便，为减轻当
事人诉累，主审法官杨望芝对该案并没有一判了之，而是延伸办
案触角，庭审后继续用微信群与当事人沟通，终促成该案达成调
解，受到当事人好评。

泾阳法院

用微信成功调解标的达百万元案件

■有话直说■
近日，因业绩不达标，四川成都一公司

惩罚七名员工吃“死神辣条”，其中两人被送
医。7月15日，被罚吃“死神辣条”又一当事
女孩冯雪梅爆料称，她经期第一天被罚吃辣
条，疼到虚脱，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绞痛和急
性肠胃炎。事后公司称没有赔偿，只能报销
医疗费。当冯雪梅返回公司上班后被劝退，
理由是不符合企业文化。据调查，这种“死
神辣条”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包装上相关
信息都是假的，但在网上却销售火爆。

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背景下，每个企
业都想靠团结向上的企业文化立于不败之
地，靠科学的绩效考核取得良好业绩。但应
认识到，只有尊重和维护员工基本人格尊严
的企业文化和考评才符合现代文明。践踏
员工尊严，严重侵犯员工合法权益进行绩效
考核必将受到法律惩罚。

一些企业的奇葩文化和考核屡屡被曝
光，如让员工在大街上跪地爬行，让员工互
扇耳光，让员工裸奔等。遗憾的是，一些企
业不仅没有意识到错误，反而美其名曰培
养、锻炼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打造所谓的
狼性文化。

但稍有常识和法治理念者都应该清楚，
这是在赤裸裸地践踏员工的人格尊严。可以
说，这些企业根本就没有把员工当作享有人
格尊严的人来对待，而是作为可以随意使唤、
侮辱的奴隶、仆人。值得注意的是，让员工跪地爬行是侮辱
员工，让员工吃“死神辣条”则是赤裸裸地拿其生命健康开
玩笑。

要知道，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他人之上，
强迫他人作出有辱人格尊严、有损身体健康的行为。即便
是企业的管理层也不享有对员工的绝对控制权。且用人
单位的绩效考核、请销假、考勤、奖金发放等管理权也应受
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制约。尤其是，惩戒措施不得侵犯
员工基本权利，并应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罚员工吃“死
神辣条”就是赤裸裸地侵犯员工的身体健康权。受害员工
完全可以要求企业或者企业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劳动法，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
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
或者警告。今年5月，贵州毕节某装饰公司惩罚员工喝生
鸡蛋、生吃蚯蚓，负责人即被处以行政拘留。

只有善待员工和重视员工基本权益的企业方能获得
认可与长远发展。践踏员工人格尊严、身体健康等基本权
益的企业，无疑是赤裸裸地耍流氓。对此，无论是劳动监
察部门还是公安部门，应及时查处惩戒这种将无赖作为

“文化”的管理方式，并鼓励员工敢于拒绝此类管理和绩效
考核，绝不为了获得工资收入而任人宰割欺负。□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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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在工作中划伤了手，结果单位不
但不给申报工伤，还说要对他进行处罚。
日前，满腹委屈的吴先生发出求助，碰到
这种事儿，他该怎么办？

事件缘由
据吴先生反映，他在一家工厂做了好

几年打包装箱的活儿，前不久的一天，他
上班时一边打包一边和同事聊天，一不留
神，右手被钉歪的钉子和铁皮划伤了。因
为伤口较深，医生为他进行了缝合，还叮
嘱他回家休养。请假后，想着在家休养就
没了收入，吴先生很着急，向医生再三询
问何时能上班。医生劝慰他说，干活时受

伤算工伤，在家休息也有工资的，不用着
急。吴先生马上给组长打了电话，说了工
伤的事。组长在请示领导后回复他，根据
厂里规定，因为他上班时间打闹，违反纪
律，所以不但不能认定工伤还要给予记过
处罚。这下他更急了。

那么，公司这样做是否合法？
律师点评
上海阳光卓众律师事务所尹维耀律

师表示，这位组长的说法是有问题的。首
先，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为工
伤。根据规定，能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
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
伤害的；患职业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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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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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事故伤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当然，法律
还规定了视同工伤的情形。其次，有三种
情况的不能认定为工伤：故意犯罪的；醉
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最后，
是否算工伤不是单位或个人说了算。根
据规定，工伤认定与否应由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作出。

尹律师提醒单位，职工违纪不是不申
报工伤的理由，单位应该及时申报，否则
可能承担不利后果。因为根据规定，从业

人员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
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向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申请时限可以
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的，从业人员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
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
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在
此期间发生符合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
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马永卿 崔蔚

律师：违纪不是不申报工伤的理由

■律师点评■

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对2019

年12月31日前按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进行调整提高。近日，我

省及广东、河北等省集中以全国总体调整比例为标准，确定了本省调整比例和水平。本次调整中的挂钩调整明确，

要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即工龄越长，提高越多，使得“工龄”这一关键词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很多人认为工龄只是退休人员的事，与己暂时无关。但事实上，对在职职工而言，收入、休假、特殊保护等都

和工龄密切相关。有读者也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此进行了咨询。那么，工龄到底与广大职工有多密切？本

报进行了收集梳理。

与工龄有关的职工权益，除了收入、休
假外，还有部分劳动者的特殊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二条明确，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五）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
年龄不足五年的。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
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
协议的。

也就是说，法律明确规定，“在本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五年的”条件下，用人单位不得以职工不
能胜任工作、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需要裁员等 7 大类理由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对这类相对就业能力较低的劳动者予
以了特殊保护。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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