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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蔡志和 张昊桦） 昨天，江北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对江北湾头地块某工地的夜间施工行为进行了正式立案。跟以往
不同的是，这起夜间施工案件是由“电子眼”发现并取证，作为执法依据的。
据悉，这是江北区作为试点区域，在宁波乃至全国采用“非接触式”设备取
证，对夜间施工处罚立案的第一起案件。

“工地负责人吗？夜里10点多了，你们怎么还没停工？”本月5日晚10
点半左右，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特勤中队夜间值班队长蔡志和通过视频
监控系统探头发现，上述工地现场灯火通明，且车辆进出频繁，就第一时间
通知工地负责人，要求其停工。然而，蔡队长在继续关注视频监控内容时，
发现当事人虽答应立即停工，但实际施工仍在继续。凌晨2点，值班队员会
同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到现场进行噪音监测。

3月7日，该中队就夜间施工问题约谈了涉事工地负责人。在事实面
前，当事人承认了未经审批、擅自进行夜间施工的违法事实。昨天，根据第
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最终书面报告，该工地当夜的施工行为噪音超标，该中
队根据《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正式对这起违法案件进行了立案，该工
地将面临最高5万元的罚款。

去年底，该局2500多路视频探头汇总完成，非接触性执法的天网基本
铺就。其中由住建部门共享的工地探头200余个，包括区内53个在建工
地；由公安和智慧城管共享的道路探头近2200个，涵盖了区域内所有主干
道路和部分其他道路。

如渣土类案件，按照原先的方式取证十分困难，但是通过探头查找就方
便许多。此外，包括跨门占道经营、无证摊贩等影响范围大、市民关注度高
的违法行为，也都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取证。

保安上班期间
突然晕倒

这个“意外”
该由谁买单？

争议焦点：受伤原因与工作有关
还是自身旧疾所致

在职人员和退休返聘人员的工伤、“意外”赔偿规定有何不同？如
何规避这些潜在的用工风险呢？昨天下午，记者就此案咨询了大成律
师事务所和浙江鑫目律师事务的两位律师。

“在职和退休返聘的工伤、意外受伤的责任认定是不同的。”大成律
师事务所的张蛟云律师认为，与在职工人不同的是，企业雇佣达到退休
年龄的劳动者，雇员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雇主应该承担100%责任，但
前提是必须证明当事人是在履行自身职务的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如果
在受伤过程中是自身原因过错的，将由雇员和雇主共同承担责任。

那么，雇主该如何提高风险意识和保障呢？
“雇主应该提高用工风险意识，规避潜在的用工风险，建立商业险保

障制度。”浙江鑫目律师事务的王榕律师表示，王大爷的案子只是雇佣关
系，因此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以及工伤相关法律规定，只能按照《侵权责任
法》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进行责任承担。但具体的过
错责任承担比例，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

王榕律师提醒用工单位，类似王大爷的案例每年都发生不少，建
议雇主未雨绸缪，在用工同时应该投保商业保险。一旦发生类似“意
外”，这份责任险可以让双方得到保障。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关耳

来自宁海黄坛镇的王大爷今年70岁，5年前从企业退休之后，想着
身体还算健朗，决定找份轻松的工作再干几年。2016年初，王大爷在宁
海县某电器厂谋了一份保安差事，日常工作就是管理进出人员和车辆
等。

没想到干了一年多，发生了意外。去年5月的一天下午，王大爷按照
惯例，开始打扫地面卫生。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转身去拿拖把时，突然晕
厥倒地，导致头部着地不省人事。大家第一时间把他送到附近医院进行
救治。后经鉴定，王大爷为颅脑损伤，住院期间共花去医疗费用2万余
元。出院之后，王大爷和他的家人多次就医疗费、护理费等与电器厂协
商，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解决方案。

去年8月，无奈之下的王大爷便将该电器厂告上了宁海法院，要求
其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万余元。

宁海法院受理此案后，对这起民事诉讼案进行了详细调查。主审此
案的梁法官介绍了相关案情。他说，一审期间，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
是摔伤原因到底是工作还是自身疾病引发的。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王大爷坚持认为，自己在电器厂干了一年多
时间，每天都要工作24小时，且没有休息日。正是因为电器厂这种不合
理的时间安排，才导致自己长时间处于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最
终诱发晕厥并摔倒受伤。再说自己是在上班期间受伤的，电器厂于情于
理都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电器厂则提出，王大爷在职期间根本没有工作超强度的情况发生，
其作息时间与在职工人是同步的。同时，事发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王
大爷是在没有任何外因干扰的情况下突然晕厥倒地的，主因是王大爷年
纪比较大，患有多种疾病，过去的6年时间里，他也曾有过晕厥和无征兆
摔倒的情况。由此可见，此次晕倒受伤系自身疾病导致，与工作没有多
大关系。

经过调查取证，法院认定，王大爷和电器厂对于该损害的结果均无
过错，但王大爷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的，电器厂作为受益人应给
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今年3月初，法院判决电器厂补偿王大爷诉请的医
药费用的20%作为补偿，并驳回了王大爷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之后，电器厂不服一审判决，认为补偿金额过高，遂向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前天下午，宁波中院经依法审理，维持了原判。

王大爷退休之后到企业当保安，上班时间意外晕倒导致颅脑
损伤花去2万多元医药费，但企业却不愿意买单，双方争议焦点是

“意外”受伤与工作有没有直接关系。起诉到法院后，法院最终判
决企业担负20%的补偿责任。

上班突然晕倒受伤，单位却不愿买单

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受伤原因

降低雇工“意外”受伤风险
要建立商业险保障制度

“电子眼”发现夜间施工并取证
“非接触性”设备取证夜间施工第一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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