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回放】

骆女士是甲公司员工。某天，骆女士

在参加由公司组织的跳绳活动时，不慎扭

伤右膝造成损伤。骆女士申请了工伤认

定。人社局调查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由

甲公司承担骆女士的工伤保险责任。

甲公司不服，认为骆女士在工作时间

从事与工作毫无关系的体育活动，属于个

人行为，不应该认定为工伤，因此诉至法

院，要求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职工参加用人单

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

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认定该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骆女士在单位组织的跳绳活动中受

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此外，甲公

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骆女士所受伤

害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的。最

终，法院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支

持了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

【法官提醒】

经办法官表示，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

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团建、年会等活动，

并且鼓励或要求职工积极参与，从而加强和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

工作效率等。这些活动事实上可以看作是

工作的良性延伸，劳动者在这些场合中受伤

应认定工伤，但有证据证明职工受伤确实是

与工作或单位组织的活动无关的除外。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组织文体、团建等

活动前，应明确告知活动性质、参与条件及

注意事项等，对员工身体素质、可能存在的

风险等进行充分评估，做好活动预案和安

全防护措施。职工也应充分评估自身健康

状况、身体机能，在活动安排范围内合理行

动，如果遇到伤害，要及时留存凭证。

（来源：中工网）

参加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受伤，算工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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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有什么区别？

Q：什么是企业年金？

A：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

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

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所需费用由

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缴费

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

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12%。具体所

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一方协商确定，职

工个人缴费由企业从职工个人工资中

代扣代缴。

Q：什么是职业年金？

A：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

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

险制度，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

人共同承担。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

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8%；个人

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 4%，由单

位代扣。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与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一致。

Q：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有什么区

别？

A：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同属于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均需单位和职工个人

共同缴费，均采用个人账户积累制，其

基金均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

主要不同为：企业年金主要适用

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各

类用人单位及其职工；职业年金主要

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工

作人员。

企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一方

通过集体协商确定，而后制定企业年金

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企业年金单一

计划或者加入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具有一定灵活性。

职业年金基金采用省级集中委托

投资运营的方式管理，统一程度较高。

Q：变动工作，企业年金和职业年

金怎么办？

A：职工变动工作单位时，新就业

单位已经建立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

的，原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权益应当随同

转入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

金。

职工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

金或者职业年金的，或者职工升学、参

军、失业期间，原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

以暂时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也可以

由法人受托机构发起的集合计划设置

的保留账户暂时管理；原受托人是企业

年金理事会的，由企业与职工协商选择

法人受托机构管理。

工作人员变动工作单位时，职业年

金个人账户资金可以随同转移。工作

人员升学、参军、失业期间或新就业单

位没有实行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制度

的，其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由原管理机构

继续管理运营。新就业单位已建立职

业年金或企业年金制度的，原职业年金

个人账户资金随同转移。

（来源：人社部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工作中，常常涉及岗位调整

的情况。如果协商不一致，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钟某就遭

遇了调岗“风波”，拒绝被调岗后，公司以

其无故旷工为由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

钟某将对方诉至法院却败诉。法院为何

没有支持其诉请？

拒绝调岗且多日不到岗
员工被辞退后起诉公司

2016 年 11 月，钟某入职某混凝土公

司，岗位为地磅员。2024年2月，公司认

为钟某身体状况不适合原岗位，于是向

其送达了《员工调岗通知书》，要求钟某

次日到新岗位工作，但钟某拒绝到新岗

位工作，并从调岗后就一直未到公司工

作。由于钟某多日不到岗，该公司先后

两次向其送达《限期返岗通知书》，但钟

某仍置之不理。3月中旬，钟某连续旷工

18 个工作日以上，公司认为其严重违反

公司劳动纪律，扰乱公司正常工作，决定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因不服仲裁裁决，

2024年7月，钟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该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

共计12.7万元。

韶关市始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系因被告对原

告作出调岗引发，因此，认定解除劳动关

系是否合法应先审查被告对原告作出调

岗是否具有合理性。本案中，首先，原、被

告双方于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有权

在不低于原薪酬的情况下调整原告的工

作岗位。其次，原告在连续两年的体检中

检查出高血压、主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

等疾病，而原告所在岗位地磅员有上夜班

需求，被告基于原告身体原因考虑将原告

调岗至无上夜班要求的普通岗位，工作内

容虽有不同，但实际均属于生产部普通操

作岗位，调岗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且

薪酬待遇不变，也未增加原告的劳动成

本。至于原告认为调岗后削减其加班时

间的问题，因法律法规并不鼓励用人单位

安排加班，且对加班时长作出限制，被告

将原告调岗至无需加班、上夜班的岗位，

也有利于原告的身体健康。

合理性调岗并无不妥
法院判决公司无须补偿

始兴法院认为，被告根据原告身体情

况，结合岗位需求等因素对原告进行的合

理性调岗并无不妥，系其合法行使企业用

人自主权。被告先后 2 次向原告送达了

《限期返岗通知书》，催促原告到新岗位报

到上班，并明确告知逾期未到岗视为旷工

处理，被告有权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

并不作任何补偿，但原告一直拒绝按照被

告的岗位调整安排到新岗位报到上班，被

告对其按旷工处理，并以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为由，予以解除劳动合

同，并无不当。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和赔偿金无

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依

法判决驳回原告钟某的诉讼请求。

经办法官提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律允许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

要，合理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如果公

司未经员工同意，擅自调岗导致工作内

容、环境、薪资发生明显不利变化，员工因

此解除劳动合同，公司需要支付经济补

偿。反之，如果企业调岗合法且符合劳动

合同约定，员工拒绝调岗旷工被辞退，则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谢素芬 邓雪）

员工拒绝调岗被辞退，为何拿不到补偿？
法院：企业调岗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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