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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单成镇） 1
月3日15时35分，薛城交警任
振峰、谢少彬、殷浩翔在科技
路执勤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
瘫坐在路上影响交通，便上前
询问，该男子说话含含糊糊，
眼神呆滞，身上还散发出浓浓
的酒味。

经过不断询问，得知该男
子是滕州人，到新城和朋友喝
酒，铁骑队员把该男子架到路
边，并给他一瓶水，让他休息
会，过了20分钟，该男子有些
清醒了，执意要自己坐公交车
回家，铁骑队员担心他的安

全，一路跟着他到公交车站，
并嘱咐其注意安全。

交警提醒：醉酒伤身，切
勿贪杯。醉酒严重者单独外出
容易引发事故，特别是在夜
间，如没被来往车辆注意到，
极有可能遭到车辆碾压，后果
不堪设想，类似醉酒后露宿街
头冻死、冻伤的报道很多。因
此提醒大家，喝酒要掌握好酒
量，切勿贪杯，同桌聚餐的朋
友应该相互护送回家，以防发
生意外。如果在路边遇到独自
一人的醉酒者，请帮其拨打
110。

路遇醉酒男子 交警助其回家

日前，枣庄电影公司工作人员全员行动，每天按照防疫要求进
行严格的消杀，座椅把手、走廊、地面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图为
工作人员在两场电影放映的间隔，认真进行消杀工作。

（记者 丁玉萍 摄）

晚报讯（记者 王正）1月 1
日，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元旦的喜
悦中,市中区永安镇大官庄村村
委会里也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原来，今天又到了全村 60
岁以上老人来村委会领取养老
福利金的日子。领取现场，在一
张长桌旁，老人们有说有笑地排
队、签字、按手印，很快就领到了
属于自己的养老福利金。

领到福利金后，老人们都夸
党的政策好，有位村民说：“谢谢
政府，谢谢党。”

“政府的政策好，每年都给
我们涨钱，生活在大官庄村很幸

福！”“类似的场景，在我们村每
月定期上演，就像城里人领退休
金一样，这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
爱。”老人们纷纷说道。

对于行动不便、不能来村委
会领福利金的老人，“两委”代表
和驻村“第一书记”挨家挨户把
养老福利金送到老人手中。

“20多年来，我们村60岁以
上老人，每月1日都能按时领到
村里发放的养老福利金，从最初
的每人每月 20元，到现在最高
500元。目前，村里有 249名 60
岁以上老人，我们今年从村级集
体收入里，拿出近 100万元用于
发放养老福利金，提升村民的幸
福感、获得感！”村总支书记邵长
赞说。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
20多年始终如一。这看似寻常
的事情就像一张闪亮的民生名
片，持续温暖着全村老年人。

在实际的工作生产过程中，
很多事故的发生是因职工的违
章行为导致的。而在这样的情况
下，到底能不能认定工伤？

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应由
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实
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管用人
单位是否有过错，都须依照法
律、法规对受伤害的职工承担赔
偿责任，不因无过错而免责。

其中，用人单位已经参加工
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
单位按政策规定共同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
人单位按政策规定支付工伤赔偿。

特殊情况下受伤实行“工作
原因”推定原则

工作原因是认定工伤的核
心要素。但很多时候，职工受了
伤害，由于缺乏证人、证据等客
观情况，是否因工作原因不清
楚，如果不予考虑，职工权益将
受到损害。

为了更好地保障职工权益，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受到伤害，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
场所内受到伤害，以及因工外出
期间受到伤害等情况下，可适用

“工作原因”推定原则，即在排除
所受伤害是非工作原因的情况
下，推定职工所受伤害是因工作
原因造成的，应认定为工伤。

这 3种情况下受伤不得认
定为工伤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
七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
条的规定，有三种情况不得认定
为工伤和视同工伤：故意犯罪
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
自杀的。

在这三种情况下，职工虽然
在工作中伤亡，但其伤亡与工作
不具有因果关系，其行为具有主
观故意性和社会危害性，应由职
工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
属于工伤保险保障范围。

关于工伤，这些原则需要知道！

晚报讯 （记者 杨晓斐）
近日，市民梁女士和周女士到
一家超市购物，结账后收银员
却以规定为由不给购物小票，
这让她们很是不解。

前几日，市民梁女士和朋
友周女士一起去该超市购物，
买了些生活用品和特价的青
菜，可结完账后，收银员却不
给她小票，说是超市的规定。
因为周女士平时购物有要小票
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她只
能用手机将购物小票拍了下
来，然后将小票还给收银员。

记者来到这家超市时，发
现有的购物小票收银员会收起
来不给顾客，当记者询问收银

员那些收起来的小票为什么不
能给顾客时，收银员说：“因
为特价菜的小票需要经理签
字，所以要留起来。”

梁女士告诉记者：“如果
只买了特价菜还好说，但是如
果买了其它的东西，如果出了
问题，那么售后就会很麻
烦。”周女士说：“不只是特价
菜，几个月前，我用这个超市
的购物券买了一大堆东西，结
账的时候，收银员也没给购物
小票，发票就更不用说了。因
为我去超市购物后有看小票的
习惯，就这么回家心里老是觉
得不对劲，便把小票拍了下
来。幸亏这些东西没出什么问

题，不然售后就会很麻烦。不
是每个人都能想到把不给的小
票拍下来。而且就算拍下来
了，超市也不一定会认可这种
凭证。”

“超市可能有他们的规
定，签字检查什么的，但是也
不应该以各种理由不给顾客小
票。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最简
单的办法就是出票机打印两份
小票，就像外卖的单子一样，
给顾客一份，店家留一份。而
且，我认为用券购物的顾客和
买特价菜的顾客不应该受到歧
视，受到不一样的‘待遇’。”
梁女士说。

60岁以上可领取 20多年不间断

农村老人每月收“红包”

同样买东西“待遇”不一样

超市特价商品不给购物小票

记者 王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