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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在办公场所工作时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能否认定为视同工伤？视同工伤应具备哪些必要条件？又有何规定
呢？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吧。

赵某系某公司职工，于2019年8月9日上午工作时间，在公司办
公场所突发胸闷，随后立即被送往本市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宣
告死亡。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赵某的死亡原因
系“心源性休克猝死”。2019年9月25日，赵某的母亲向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对赵某于2019年8月9日突发疾
病死亡的事故依法进行工伤认定。2019年11月7日，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作出了认定为视同工伤的结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工伤保险保障的主体是“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
工，与工作的相关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考虑到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可能与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因此《工
伤保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同时鉴于
工伤保险的制度属性和现阶段国情特点，对于突发疾病这类情形作
出了限定，即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形
视同工伤的，应当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及时就医四
要件，而且具有同时性、连贯性、紧迫性。48小时以医疗机构的初次
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本案中，赵某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
定，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

在去年7月世界技能博物馆
首批展品交接仪式上，有一件现
代感十足的刺绣作品——《星
空》。这件曾获江苏省艺博奖金
奖的苏绣作品，是薛氏刺绣第四
代传人——张雪的作品。让许多
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张雪不是“绣
娘”，而是一位“绣郎”。

在自己的微博上，这位1988
年出生的年轻人自称“姑苏绣郎”，
拥有22万多粉丝，是绣技网红。

刺绣曾被称为“女红”，直到
现在，这个行业依然带有明显的
性别标签。即使在张雪的家乡、
苏绣发源地之一——苏州镇湖，
张雪也是当地唯一的“绣郎”。

这个“唯一”当得并不容易。
“这几年中国传统技艺越来

越受重视，苏绣大师们的经济状
况也大有改善。但我上初中时，
5000 元 赞 助 费 还 是 问 亲 戚 借
的。那时，我外婆、妈妈经常绣到
深夜，很辛苦但赚不到什么钱。”

直到张雪2011年大学毕业，
镇湖人的普遍观念还是“刺绣没
前途”，再加上当地都是“绣娘”，

当这位大学生决定回到家乡当一
名“绣郎”时，遭遇的不理解可想
而知。

“当时最大的阻力还是观念
上的。因为读了这么多年书，最
后竟然回来干女人干的刺绣，许
多人都不理解……”张雪说，有些
人说话还特别刺耳，“虽然不至于
让我打退堂鼓，但听了心里是真
不好受。”

那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当一名
“绣郎”呢？

张雪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自己近乎本能地喜欢苏绣。

苏绣是苏州地区刺绣产品的
总称，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
史，与湘绣、粤绣、蜀绣并称中国
四大名绣。

“精细”是苏绣的特点。“花
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
毛”，唐代诗人罗隐曾对绣娘的技
艺如此描述。2006年，苏绣被列
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张雪的家乡就在苏绣最负盛
名的苏州镇湖，本人则生于刺绣
世家。母亲是苏绣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薛金娣，作为薛
氏刺绣第三代传人，薛金娣的作
品曾被送到法国卢浮宫、美国波
士顿美术馆等展出。

可以说，张雪是在苏绣技艺
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成长中充

满了苏绣的印记。
以前，大人在家刺绣赶工赚

钱，孩子总会帮着分线、穿针。即
使长辈不刻意传授培养，孩子渐
渐地也会掌握一些苏绣的基本
功。“我也一样，就坐在绷架对面，
一边给大人分线、穿针，一边听大
人给我讲故事。”张雪称，现在想
起来，还是很温馨的童年回忆。

9 岁那年，对刺绣深感兴趣
的张雪还偷偷绣过母亲没绣完的
绣品，虽然一眼就能看出差别，但
丝路和走线竟有模有样。当时，
母亲还小小惋惜了一下：“要是女
孩子，还真合适培养做刺绣了。”

刺绣技艺“传女不传男”是镇
湖人的老传统，所以，薛金娣怀孕
后曾盼着能生个女儿，连名字都
想好了，叫“张雪”，是夫妻两姓氏

的谐音组合。没想到，生下个男
娃娃，名字没有改，但让孩子继承
自己衣钵的心是没了。

这个男孩功课不错，即使没
有继承家族的苏绣技艺，看来也
不用发愁前途。高中毕业后，张
雪顺利考入南京财经大学。

张雪说，考大学时对未来没
有明确的想法，随大流地读了热
门的国际贸易专业，大学毕业时
在南京找到了一份期货金融的工
作，还收到了英国利兹大学管理
学硕士的录取通知书，“但我内心
是犹豫的，因为对这个专业其实
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文学与艺
术，“读初中、高中时，我最好的科
目就是语文，进了大学，参加的唯
一一个社团就是文学社，我一直
很喜欢文学和艺术。”

随着大学毕业，到了需要确
立自己职业方向的十字路口，一
个念头在张雪心中越来越清晰：
既然自己喜欢文学艺术，也喜欢
静一些的东西，从事刺绣行业是
否也未尝不可呢？

一趟回乡之旅，帮助张雪下
了当绣郎的决心。

镇湖曾有八千绣娘之说，但
张雪发现，在专业从事苏绣的人
当中，大部分都是母亲这样年纪
的长辈了，35 岁以下的不到 50
人。不仅如此，在家乡看到的苏
绣作品也毫无年轻气息，还是以
前的老一套，“我觉得这些对于苏
绣的传承发扬都是问题，觉得自
己可以做点什么。”（未完待续）

（来源：世界技能博物馆）

刺绣《星空》：“姑苏绣郎”张雪针尖上的苏绣宇宙(上篇)

今年以来，嘉定区人社局推出1000个短期租
房补贴专项额度，助力中小企业应对疫情留住核心
人才，截止到6月底，共向550人发放短期租房补贴
132万元。同时，区人社局大力推进“云办事”，实现
人才积分、人才落户、人才住房等重要事项的“线上
办”“指尖办”“快速办”。让人才工作“上云端”，服务
内容“接地气”，传递“嘉”的温度。

助力中小企业留住核心人才
今年2月以来，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嘉定区

人社局及时出台了《嘉定区中小企业短期租房补贴
操作办法》，推出1000个短期租房补贴专项额度，
助力中小企业应对疫情留住核心人才。该操作办法
明确，符合本次短期租房补贴资格的人才，享受的
补贴标准为800元/人/月，为期3个月，每人共可享
受2400元补贴。

同时，为了方便人才及时申请到专项租房补
贴，区人社局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研发上线了短期
租房补贴系统。通过系统，人才可足不出户通过网
上申报的方式递交材料，实现不见面的“云”办事。

人才工作“上云端”，服务内容“接地气”
子女开学需积分通知单，担心受疫情影响审批

速度“赶不上”开学时间；窗口递送材料还是需要
“往返跑”“线下操作”……在沪工作，大家最关心的
莫过于人才服务中审批进度、审批材料等问题。为
此，嘉定区人才服务中心开展调研走访，从疫情防
控常态化、企业办事更优化、人才服务便捷化的角
度出发，全面升级和调整“互联网+”人才服务。

2月12日，嘉定区人才服务中心实现了区级居

住证积分材料系统上传，为全市首家。同时，“邮箱
递交”“传真递交”“快递递交”居住证积分申请材料
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出台。截至6月底，区人才服务
中心通过线上系统、指定邮箱、快递等“不见面”受
理方式，受理小微业务8513份，人才落户事项789
份，居住证积分12656份。

“云招聘”“云宣讲”双管齐下
为避免疫情期间人员集聚，嘉定区人才服务中

心进一步创新招聘方式，推出“云招聘”服务。2月9日
起，区人才服务中心取消了每周一次的线下人才招
聘服务，在保留“伯乐人才网”线上招聘的基础上，
启动了“春归浦江”云选会系列活动以及每周一场

“网络招聘会”，力求通过线上服务满足企业用人需
求。为了实现企业与人才的线上互动，区人才服务
中心积极利用伯乐人才网、嘉定人才市场等线上平
台，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和人才求职信息，实现“空中
应聘”。此外，针对有人才储备需求的企业，区人才
服务中心积极开展组团校招活动，招募合适的应届
毕业生。截至6月底，区人才市场举办了16场网络
招聘会，563家企业提供招聘岗位7635个。

在调研过程中，区人才服务中心了解到，人才
政策的解读依然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热点。为此启
动了“云宣讲”活动，通过“云技术”打破了传统宣讲
面对面的空间束缚，开展政策宣传。今年6月，区人
才服务中心“人才政策宣讲团”制作发布了人才政
策、人才落户“一网通办”操作“云指南”，录制了人
才政策宣讲“云视频”等政策宣讲课件并及时推送
至相关企业，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带来的“不便”转变
为惠企助企的“简便”。

嘉定区：1000个短期租房补贴传递“嘉”的温度
“四类人员”主要包括在上海市领取待遇的非因工死亡职工遗

属、精减回乡老职工配偶、因工死亡职工遗属、因工致残1-4级工
伤职工。

社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每年对“四类人员”开展待遇收入验证工
作，今年的相关验证材料（《待遇享受情况申报承诺表》或《待遇收
入证明》）已经寄发，请注意查收。

1.对于收到《待遇享受情况申报承诺表》的人员
仅需根据实际情况，在《待遇享受情况申报承诺表》中填妥个

人基本信息、待遇享受情况、日期并签名确认即可。社保部门将通
过各类数据平台对申报信息进行核实。

2.对于收到《待遇收入证明》的人员
需持身份证，至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一级政府所属办事机

构或城居保、新农保经办机构办理待遇收入鉴证手续。
为确保待遇正常发放不受影响，请相关人员在2020年9月30

日前将验证材料寄回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为继续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的依据。如未按期提供验证材料，将会影响待遇领取，请
予配合。

“四类人员”请注意！
2020年待遇收入验证通知已寄发！

工作中突发疾病，
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能否认定为工伤？

【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