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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罗雨闲
记者 严君臣）上初一的小辰（化
名）因交通事故导致九级伤残，休
学一年，在要求肇事方和保险公
司赔偿时，还提出要赔偿休学损
失5万元。小辰的主张会得到法
院的支持吗？如果支持，休学损
失又该如何计算呢？11月21日，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日前南通
海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3 年 9 月，贾某驾驶机动
车沿海安镇南路由南向北行驶至
某路口转弯时，与胡某驾驶的电
动车发生碰撞，导致胡某、乘坐胡
某电动车的小辰跌倒受伤，双方
车辆受损。交通事故认定，贾某
经过路口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
行，承担发生事故的全部责任，胡
某、小辰无责任。经司法鉴定，小
辰因交通事故致左侧桡骨远端骨
骺粉碎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九
级伤残。事发时小辰上初一，因
交通事故休学一年。

肇事车辆投保了某保险公司
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
时，在承保期内。小辰的家人与
贾某及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

但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贾
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小辰因交通事
故造成的各项损失37万余元，其
中包含休学损失5万元。

保险公司辩称，对涉案事故发
生的事实和责任认定无异议，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休学
损失是间接损失，该部分主张无
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同意赔偿。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辰作
为在校学生，因交通事故受伤，需
要休息和治疗，必然会影响学业，
在课程和作业压力较重的当下，
长期休养必然跟不上教学进度，
小辰选择休学一年合情合理。小
辰虽然没有收入，但休学一年需
要增加一年的生活消费支出，加
重了家庭的负担，该休学损失与
本次交通事故有必然的因果关
系，非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应属
于财产损失的范围。故参照2023
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支持原告的休学损失 40461
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依法维持原判。

初中生遇车祸休学一年
获赔休学损失4万多元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淑臣
记者 李子璇）日前，淮安市民桂
某在上班期间请假去开家长
会。谁知，在从单位去往学校途
中，桂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桂
某认为自己是在上下班途中发
生事故，要求公司按工伤进行补
偿。

现代快报记者从淮安市清江
浦法院获悉，2023年，桂某与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桂某在公
司从事车工工作，具体作息时间
为每周周一至周五，每天：7:
30—11:30，12:00—16:00。 某
日，桂某因小孩开家长会请事
假，请假时间为 14:40—16:00。
在从单位去往学校途中，桂某发
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交警认定，
桂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

后桂某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
定，人社局认为桂某在工作时间因
小孩开家长会请事假外出途中受
伤，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的情形，便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桂某认为，自己履行请假手
续提前下班与正常下班一样，属
于“下班”，后在途中遇交通事故
受伤，属于法律规定“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 事 故 ，应 认 定 为 工 伤 的 情
形”。桂某遂将人社局诉至法
院，请求撤销案涉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

法官表示，本案例涉及上班
时间请假办私事是否属于上下
班目的的界定。现实生活中，即
便是顺路，与工作没有或很少有
关联的生活上的行为，也不能认
为是上下班途中的行为，即生活
行为必须限定在“日常生活中必
要的、不得已的、最小限度的，且
与工作相关的行为”。案例中桂
某请假目的是给小孩开家长会，
且在从单位前往学校的路上发
生交通事故，明显是与工作没有
关联的生活上的行为，不应视为
上下班目的，所以不能认定桂某
受伤是在上下班途中，因此不能
认定为工伤。

上班时请假外出发生车祸，算工伤吗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萌 记
者 毛晓华）泰州男子徐某受邀参
加一女子生日聚餐，席间一桌人
喝了7斤左右白酒，徐某喝酒最
多。饭后众人离开，留下徐某一
人在饭店，等饭店老板发现时，其
已失去意识，送医后不治身亡。徐
某家人将当晚一起吃饭的众人和
饭店告上法庭，要求赔偿65万余
元。现代快报记者获悉，泰州医药
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徐某作
为成年人，可以预见大量饮酒后会
产生的不良后果，其自身应当承担
主要责任，其余参加饭局人和饭
店老板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承担
连带责任。

2022年 5月，徐某受到凌某
邀请，参加李女士的生日聚餐，
凌某等共十余人参加了生日聚
餐。酒过三巡，大家各自散场回
家，独留醉酒的徐某在饭店。当
晚饭店老板从外面回店锁门时，
发现徐某趴在地上失去意识，当
即拨打 120，但医院未能抢救成
功。

经公安检验，徐某体内酒精
含量为 220.7mg/100ml。徐某
死亡后，其父母认为同桌吃饭的
众人及餐厅都应当承担一定的
责任，对徐某的意外死亡进行赔
偿，于是将众人及饭店老板一并
告上法庭。

法庭上，众多参加聚餐的人
均表示，当晚没有向徐某劝酒，
都是他自己敬别人酒，他也喝得

最多。
法院调查认为，当晚聚餐中，

一桌人喝了7斤左右白酒，徐某
一人就喝了一斤多，徐某作为成
年人，应当具有自控力，可以预
见大量饮酒后会产生的不良后
果，其自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凌某和李某作为活动的组织者
和同食者，没有认真履行相关安
全保障义务，先行自行乘车离
开，将徐某一个人滞留饭店，使
其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综上，凌某和李某存在过错，
判决凌某应当承担 9%的责任，
赔偿原告 118259 元，李某承担
6%的责任，赔偿原告 78839.34
元，同席其他十三人也有正当的
提醒和劝阻的义务，因此共同承
担 1%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
13139.89元，由上述被告均摊。

饭店作为经营场所，也具有
安全保障义务，在徐某过量饮酒
被滞留饭店后，饭店里无人看
护、照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饭店应承担 4%
的侵权责任，赔偿原告52559.56
元。

法官表示，虽说酒逢知己千
杯少，但在饮酒过程中，我们也
应当考虑到自身的身体状况和
酒量，不要因逞强而造成不良后
果，而作为同饮者更加不能对其
他共饮人进行言语刺激等恶意
劝酒行为，应当对醉酒人员负责
任，尽到应尽的伴随义务。

男子酒后身亡，一桌人和饭店都赔钱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货车
在道路行驶时，后厢门突然脱落，
司机一路驾驶却还毫不知情。这
一幕，就发生在苏州。

事发当天17点30分，随着“砰”
一声巨响，苏州绕城高速石湖收费
站收费班长姜金花发现一扇货车车
门赫然躺在了出口车道，此时正值
晚高峰，为了不影响车辆通行，姜金
花立即上报站部，并叫来收费班组
成员共同将车门搬至安全区域。

考虑到货车可能会给交通安全
带来较大的隐患，为尽快找到车主，

收费站根据车门上的字样线索，通
过录像查询比对，很快锁定一辆车
牌以晋M5开头的车辆，最终通过
相关信息联系到了该车司机。经询
问得知，该司机运送货物由重庆行
驶至苏州。而当收费站工作人员告
知司机车门掉落时，对方还浑然不
知，立即表示即刻返回。

半小时后，司机折返至石湖收
费站，工作人员将车门归还给了司
机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叮
嘱司机长途行驶前务必做好车辆
检查工作，确保行车安全。司机对

收费站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表示
感谢。

苏州绕城高速温馨提示，高速
公路抛洒滴漏行为极易造成次生
事故的发生，掉落的货物犹如“定
时炸弹”，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
患。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绕城
公司在此呼吁广大司乘朋友：在驾
车出行前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车况，
装载的货物一定要捆扎绑牢，规范
装载，行驶途中加强对车辆状况的
关注，防止因货物或者零部件掉落
而引发交通事故。

货车开着开着门掉了，司机还不知道

苏州绕城高速供图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
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
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
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
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
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
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在校学生
因交通事故受伤，需要休学休息和
治疗，不仅影响学生学业，还给家庭
带来额外的开销。休学费用与侵权
行为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并非伤者
自行扩大的损失，依法应当属于机
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范
围。法院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出发，结合伤害后果、休学的合理
性、休学时长及休学带来的额外消
费性支出等因素，遵循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原则和损失填补原则，在
审查数额必要性、合理性的前提下，
参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
酌定休学损失赔偿数额，以弥补未
成年受害人的合理损失。

货车后厢门掉在高速收费站出口

后厢门掉了司机还浑然不知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