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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超过法定退休年限的劳动者，一旦在工作中受伤，维权之路十分
坎坷。民法典第 1192 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款为“超龄
劳动者”维权划定了清晰的责任界限。

本案中，李女士在工作车间上班时受伤，企业以非工伤为由拒绝赔偿。
检察机关依据上述条款，全方位调查取证，从劳务关系认定到过错责任划
分，再到拿回赔偿款，全程助力，为“超龄劳动者”撑腰。这个案件充分说明，
当“超龄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主张赔偿遭遇企业推诿拒绝时，要勇敢地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吕桑桑）

●检察官说法

企业不得以非工伤为由推卸赔偿责任

侵权须担责，损害须赔偿，既是社会基本常识，也是民法基本法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由十章组成，包含一般规定、
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
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等内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总结实践经验，针对侵权领域出现的新情
况，吸收借鉴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侵权责任制度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如确立自甘风险规则、规定自助行为制度、
进一步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规则、细化网络侵权责任具体规定等，充分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民法典小贴士之侵权责任编

本报讯（记者蒋杰 通讯员程丽
媛） “手指恢复得怎么样？赔偿款
按时到账了吗？”近日，浙江省宁波市
镇海区检察院检察官带着康复指导
手册，再次走进李女士家中，李女士
点开手机银行转账记录说：“钱到账
啦！多亏你们帮我算明白。”

2023 年 5 月，在镇海某制衣有限
公司车间，李女士在操作设备时不慎
导致右手第二指至第四指挤压烫伤，
构成十级伤残。高额的医疗费用与
丧失劳动能力的双重打击让她陷入
困境。受伤之后，李女士多次向公司
提出赔偿请求，但是屡遭拒绝。公司
不仅未支付任何费用，还拒绝为李女
士申请工伤鉴定，双方未就赔偿事宜
达成一致意见。

2024 年 7 月，李女士来到镇海区
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办案检察官
调查后发现，李女士赔偿请求屡遭公
司拒绝的原因在于双方未签订劳动
合同。该公司只为签订了劳动合同
的员工投保工伤保险。李女士时年
62 岁 ，已 经 超 过 女 性 的 法 定 退 休 年

龄，无法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办案检察官随即联系该公司调

取了李女士的打卡记录、工资流水，
并询问李女士受伤时的在场同事，确
认 李 女 士 与 公 司 之 间 存 在 劳 务 关
系。根据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一
般情况下，认定工伤需要以劳动者与
用 工 主 体 之 间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为 前
提。李女士与公司之间无劳动关系，
便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基金救济。不
过，李女士的情况可以适用民法典第
1192 条“ 个 人 劳 务 损 害 责 任 ”与 第
1179 条“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相关
规定。

针对劳务纠纷中劳动者举证难、
企业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办案团队
建立“一案三查”机制：一查用工合同
合法性，核实用工关系与责任主体；
二查安全保障措施完备性，通过现场
勘验、调取监控等方式固定企业过错
证据；三查赔偿计算准确性，运用民
法 典 第 1179 条 确 立 的“ 人 身 损 害 赔
偿项目”相关规定，制作标准化赔偿
清单。办理中，检察官先后多次赴医

院调取诊疗记录，向行业协会咨询设
备安全标准，最终精准计算出 7.1 万
元的赔偿数额。

查清案件全部事实后，镇海区

检察院向法院发出了支持起诉意见
书。最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
和 解 ， 由 公 司 向 李 女 士 赔 付 7.1
万元。

“超龄劳动者”因工受伤索要赔偿，有法可依！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张珍 李若曦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张大
姐左腿伤残，又因为所谓的第三者责
任 统 筹 合 同 让 她 陷 入“ 赢 了 官 司 拿
不到钱”的困境，经检察机关依法监
督，这起赔偿案终获改判。近日，江
苏省淮安市检察院检察官回访了因
交通事故致残的当事人张大姐。张
大姐告诉检察官：“我已经拿到了部
分赔偿，安装了假肢，基本生活也有
了保障。”

2021 年 1 月，张大姐骑电动车途
中被突然右转弯的大货车撞倒并碾
轧，导致左腿截肢，经鉴定为六级伤
残 。 肇 事 司 机 王 某 负 事 故 全 部 责
任。此前，王某的货车在甲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在乙汽车服务公司购
买了第三者责任统筹。案发后，张大
姐将王某及上述两家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假肢安装
费、后续康复费等共计 120 余万元。

同 年 6 月 ，法 院 审 理 后 作 出 判

决，认定张大姐的损失总计为 112 万
余元，由王某投保的甲保险公司在交
强 险 范 围 内 承 担 12 万 元 ，乙 汽 车 服
务公司在第三者责任统筹限额内赔
偿 100 万元，免除肇事司机王某的赔
偿责任。

然而，除了甲保险公司赔付的 12
万元外，张大姐迟迟没有拿到剩余的
赔偿款。经向法院申请执行，她发现
乙汽车服务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
执行的财产。

“100 万元的赔偿款没有着落，肇
事司机也不用赔，这钱到底该找谁要
啊！”2024 年 1 月，张大姐在家人的陪
同 下 来 到 淮 安 市 某 区 检 察 院 申 请
监督。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把调查目光
集中在第三者责任统筹上。“第三者
责任统筹到底是不是保险？”保险法
规定，设立保险公司需经国务院保险
监管机构批准，并列明了严格的准入
条件，目的就是保障理赔能力。而乙
汽车服务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
营范围不包含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等业务，设立时也未经保险监管机
构批准，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均不符
合 法 定 要 求 。 经 查 ，截 至 2024 年 2
月 ，该 公 司 在 全 国 涉 及 700 余 个 诉
讼 ，被 纳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100 余 次 ，
并没有赔偿能力。

第三者责任统筹实质上是运输
企业之间的“行业互助协议”，目的是
提高运输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不是
真正的保险。然而，乙汽车服务公司
却利用司机贪便宜的心理，以“保费
仅是商业险的一半”为噱头，诱导司
机“投保”。检察官告诉记者，这种行
为不仅让司机误以为转移了风险，更
让受害人陷入“赢了判决执行难”的
困境。

民法典第 1213 条规定，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
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
限 额 范 围 内 予 以 赔 偿 ； 不 足 部 分 ，
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
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
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

的，由侵权人赔偿。
该案中，乙汽车服务公司并非

保险机构，所谓的第三者责任统筹
并非保险。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乙汽
车服务公司赔偿张大姐损失，并驳
回张大姐要求侵权人王某承担赔偿
责 任 的 诉 讼 请 求 ， 属 于 适 用 法 律
错误。

2024 年 4 月 ， 经 下 级 检 察 机 关
提请，淮安市检察院依法向该市中
级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再审后改判
由 王 某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100 万 元 。 同
年 10 月，王某和张大姐达成赔偿协
议。

目 前 ，张 大 姐 已 拿 到 赔 偿 款 56
万元，剩余赔偿款由王某每月给付张
大姐 2200 元，直至全部赔偿到位。

案件办结后，淮安市检察机关
联合交通部门，向营运车主群体开
展“警惕空壳统筹”专项普法，提
醒 车 主 第 三 者 责 任 统 筹 不 是 保 险 ，
引导他们选择正规的保险公司投保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真正筑牢法律
防护网。

买了“责任统筹”，侵权人可以免责吗？

姚雯/漫画

第三者责任统筹是交通运输行业内部的一种互助行为，车主或运输公
司交纳费用后，经营第三者责任统筹业务的公司按合同约定提供事故赔偿
保障，对成员车辆在交通事故中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共同抵御风险。不
过，第三者责任统筹不属于保险，也未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认可。司法实
践中通常认为，第三者责任统筹合同为普通民事合同，不适用保险法相关
规定。

本案中，乙汽车服务公司在推销第三者责任统筹业务时将“统筹”模糊
为“保险”，进而以低价诱导肇事司机王某购买。检察机关对原审法院将第
三者责任统筹错误认定为商业保险，并错误认定赔偿主体的判决依法监
督，让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有力维护了张大姐的合法权益。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孟海洋）

●检察官说法

第三者责任统筹不是保险

百年古厝活起来，文化根脉继世长
（上接第一版）

“靖海”故宅有新景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宋人以此形容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盛况。囊括
22个遗产点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循着刺桐花香，在泉州老城区通源巷深处，清代名将施琅率兵收复台湾的故事流传了
近 400 年，施琅故宅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风雨剥蚀，这座古老宅邸一
度濒临消亡。

“前几年宅子里长满荒草，房梁开裂、虫蚁侵蚀、立柱倾斜，破旧不堪。”施琅后人施明
伦看着这份家族基业濒临塌毁却无力挽救而心急如焚，“经过数代传承，产权人众多又分
散，修缮难度大，力度也有限，困难重重。”

泉州市鲤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吕少锋回忆说：“我们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后立案调查，
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全面履行文物保护监管职责，督促故宅业主依法保护
文物主体。同时协助全面梳理故宅产权归属、周边绿化等问题，推动文物保护问题‘一揽
子’解决。”

依托一体化工作机制，福建省、泉州市两级检察院在实地调研后，指导鲤城区检察院
制定工作推进方案。相关部门及时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同时逐级上报故宅修复方案，并争
取到了国家全额保护修缮专项经费。

“门楣门阶、房梁地砖都恢复了原貌。老住户搬进了新房子，故宅产权上交国家并得到
了更好的保护，我们很欣慰。”施明伦经常回来看看。

鲤城区检察院还联合该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探索“文物+保险+服务”新模式，通过让
保险公司给文物保护单位找疏漏、上设备，引入第三方巡查，实现文物保护关口前移。近
年来，该院推动施琅故宅、万正色故宅等 36处文保单位纳入省级文物保险服务项目。

“重要历史遗迹兼具历史、建筑与艺术多重文化价值，是老百姓身边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文化股负责人林志福说，检察机关以个案办理积极探索
长效工作机制，“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打造世界遗产保护与文旅经济发
展双赢样本。

“侨乡”古村展新颜

在著名侨乡晋江，有一座“华侨建筑博物馆”——梧林古村。这里红砖古厝与哥特式、
古罗马式洋楼交相辉映，别具一格，以“放眼世界”“胸怀祖国”“奋发图强”等命名的洋楼更
是引人注目。

曾经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在海外奋斗发家，回乡兴厝，装修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以
蔡朝东为代表的侨胞把自家建楼装修的钱全部捐出支援前线。这些留下来的毛坯老房凝
聚了闽南侨胞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被誉为“最美烂尾楼”，梧林古村落也因此走红。

“景区运营初期出现了村民随意占道经营、骑车穿行等现象，扰乱了景区管理秩
序，影响了传统村落的风貌形象，游客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等令人担忧，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晋江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惠萍说，“我们收到文旅公司反映的上述线索后，启动
立案程序，经调查核实，其主因在于相关部门监管职责不清，未形成执法常态，且景区
安保力量薄弱。”

随后，晋江市检察院牵头召集住建、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以及侨务部
门、社区“两委”、居民代表、归侨侨眷代表、景区运营公司等共商解决路径。

“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景区设置固定摊位，统一规划停车位，充实安保力量，既
保障原住居民就业，还保留了原生态生活场景，行政部门联动执法加大整治力度，环境
好了，生意自然更好。”古村一家民宿的老板蔡先生说，检察机关还通过普法宣传、聘
任“检察护宝观察员”等方式引导经营者开动脑筋，让历史文化遗产在发展中得到有效
利用。

海外侨胞“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文化传统是“晋江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杨惠萍
说，晋江市检察院注重“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力求涉侨文物开发利用能够真正“见
人见事见生活”，更好融入第三产业发展，使其价值和精神得到长远延续。

红砖古厝赋新韵

厦门是八闽通海之枢，城港相依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独特的建筑智慧——那些依港而
建、“出门即可上船，到岸即是到家”的红砖厝，成为故土与远方的连接。

“坂美九十九间”作为厦门岛内现存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闽南红砖大厝，于今年“五
一”期间正式对外开放。这座 300 多岁的古民居以全新面貌，再次敞开怀抱，向世界讲述曾
经繁荣兴盛的闽台贸易与郊行文化。

古建筑保护专家、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说，这座“豪宅”因规模超大共 99 个房厅
而得名“坂美九十九间”，布局独特，彩绘、木雕、石雕、泥塑等闽南传统工艺精湛，但因年久
失修而险些损毁。

“当时建筑本体损毁，内有违法建筑，破坏了古宅风貌，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
们向区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做好文物
保护修缮，建立长效机制等。”厦门市湖里区检察院检察官黄惠贤说，但这一带位于拆迁改
造范围，如果产权征收、违建拆除等问题不解决，修缮工作依旧是“空中楼阁”。

对此，湖里区检察院统筹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依次打通了两道“关卡”：一方面向属
地街道办事处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制定合理的文物征收补偿与文物原址保护方案；另一
方面向城市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协助完成多处违章建筑的保护性拆除，并全面
排查整改辖区文物保护范围及周边新增违法建设。

2024 年，“坂美九十九间”整体修缮工程竣工，湖里区检察院在这座院落里召开公开听
证会，邀请听证员实地查看修缮成效。

“‘坂美九十九间’修缮是相关部门齐心协力与时间赛跑的成果，让乡土文化传下去，
既留住了乡愁，更为闽南民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非遗研学等提供了教材。”厦门市人
大代表钟庆达感慨道。

厦门市检察院检察官颜海防说，厦门市检察机关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通过探索“检察监督+台胞认领+社会共管”涉台文物保护
新模式，排查红色革命文物、英烈纪念设施，促进红色文脉传承，聚焦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
保护，推动形成“五位一体”保护体系等，助力形成文物保护社会共治大格局。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近年来，福建省检察院主动融入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局，与该省文物局建立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联合福
州军事检察院开展“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带动全省检察机关
共立案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570余件。

“检察机关以法治之力挽住历史文脉，既是法治中国的生动注脚，更是文明传承的
检察担当。”福建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建军表示，福建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珍爱尊崇之心化作以高质效履职保护文物古迹的实效，让更多文物活起来，让更多文
化遗产得到传承发展，为展示福建新形象贡献检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