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27 星期二
责编 立新 ｜ 美编 郑宙 ｜ 校对 高敏 看无锡 A05

1.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可以参加
工伤保险吗？

答：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或者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但年龄不超过65周岁、未办
理退休手续的就业人员，可以为其参加工
伤保险。

2.实习生可以参加工伤保险吗？
答：用人单位可以为本单位实习生在

实习期间参加工伤保险，此处所指的实习
生是指年满16周岁，由实施全日制学历教
育的技工院校、中高等职业学校根据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集中统一安排学期性
顶岗实习的学生。

3.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
险有期限吗？

答：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就业人员，在
办理退休手续后，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其
办理工伤保险停保手续。

参加工伤保险的实习生，在同一学历
或者技能等级教育阶段参加工伤保险的时
长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

本报讯 就读于宜兴某中等专业学校
的小马，在临近毕业时自行选择去一家建
筑劳务公司实习，因为意外负伤，因此发起
诉讼维权。近日，在宜兴法院法官的耐心
解释和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建筑劳务公司赔偿小马15万元，学校补偿
小马4.8万元。

2021年4月，小马自行选择一家建筑
劳务公司作为实习单位，并与学校、公司签
订《学生实习协议书》《顶岗实习协议书》各
一份。4月27日，小马在开展实习工作时
不慎滑倒摔伤。经鉴定，小马构成九级伤
残，小马与公司及学校就赔偿事宜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建筑公司认为，小马是在公
司工地外受伤的，且当时未被安排任何工
作，只是观摩学习，其受伤与公司不存在因
果关系，公司对其受伤没有任何过错。学
校认为小马自行选择实习单位，并非学校
推荐安排，其自身存在过错。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马在从事实
习单位工作中摔伤，实习单位未能尽到协
议书约定应尽的职责，应负主要责任。学
校作为小马实习期间的间接管理人，未能
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以及与企业的沟通
协商尽到控制和防范风险职责，缺乏应尽
的监管和沟通，应负一定的管理责任。

考虑到学校在顶岗实习中存在组织不
规范、管理不尽责等问题，法院向该校发出
司法建议，从增强实习规范意识、严格实习
单位选择、正确签订实习协议、加强老师业
务培训、完善监督考核机制等五个方面提
出具体建议。该校表示将从严落实相关政
策。 （何小兵）

有机会留北京、上海，为什
么会选无锡？当张春梅被问及
2017年初夏时的那个选择，她
觉得像是冥冥天成：“我去上海
参加中国文联的一个活动，期
间来了趟无锡，江南大学人文
学院的领导和我聊了不到半个
小时，那天小雨，我在江大‘小
蠡湖’边撑着伞和朋友说着话，
又看到江大第二食堂里居然有
钢琴……种种‘舒服’‘顺眼’唤
起了我内在的感性神经，一切
都觉得蛮好，这么着就有了迄
今第七个年头的无锡生活，后
来我也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
择。”

自从到江南大学继续从事
教学和文学研究，张春梅与无
锡文化、无锡文学创作群体有
了更多交集。她直言，此前在
上海不曾觉江南已近，到了无
锡才真正会意了江南为什么是
中国最含蓄、最具诗意的词，系
统研究、更有策划地推介无锡
文化，就是让更多人认识江
南。无锡的文学群体仰慕先贤
的特征鲜明，无锡的文学书写
和本土文化的紧密联系，这样
的文学田野一定会激发出综观
古今、将无锡放在中国文化独
有位置的大作，助力无锡整体
文艺事业的更大发展。

（晚报记者 何白）

张春梅：期待诗意江南的文学佳作

本期访谈作家：张春梅

文学博士，江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研究方向涵盖
文艺美学、民族民俗文化、
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出版
有专著《中国后现代语境下
的文学叙事》《新疆当代多
民族作家访谈录》《地理之
境中的文学表达》《作为群
体记忆的网络文学》等，在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
日报》《文艺研究》等发表论
文、评论百余篇。

“小时候即便被妈妈数落很多次，我还是忍不住去偷看哥哥藏起来的图画书……”张春梅笑
着溯源与文学的缘分，有感而发，“当年这些世俗评价中‘耽误学习’的事，如今日益彰显它们映
入现实的意义。人类通过文学丰富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文学叙事既是人类文明轨迹的想象
性表达，又是丰富多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现实，也是生活，我将其视为自我生命无限
延展的倚仗和内观真实主体的广阔世界。”

张春梅祖籍河南郸城，出
生并成长于一个支边新疆家
庭，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取新疆
师范大学，之后又到上海师范
大学、北京大学深造，并曾在新
疆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11年。

“新疆给了我一种特别的能
量。”她的语气中流露出对那片
土地和人的敬谢——她能被中
国作协、中国文联关注到，是因
为写出了一系列统一鸟瞰中国
多民族文学脉络的批评；她能
写出这样的文字，是因为在新
疆结识了一批充满文化自信并
且热爱生活的文友，共同行走
新疆的旅程凝聚着她对西部民
族文化、民俗文化的浓厚兴
趣。十年磨剑，家中藏书的三
分之一有关民族文化、民俗文
化，积淀喷薄而出。

张春梅还谈到，今年春节
长假期间读了刘亮程的新作
《本巴》。这部长篇小说以蒙古
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
开，依托地域而又穿越地域的
超拔气质，让当下时间的我们
回到时间的深处，这或许是《本
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的关键。由此，她更加看好多
民族文化的挖掘意义：“去偏远
的中国大地抵达风景中的人与
物，你会感受到那种天高野阔、
生命热情对精神的滋养。”

去年《作为群体记忆的网
络文学》一书出版，它是张春梅
将网络文学纳入学术研究视野
后的首个成果。“我把网络文学
形容为构成‘21世纪文化史’的
重要部分。”在张春梅看来，从
2003年左右兴起发展至今，网
络文学早已成为反映中国种种
社会变迁的文化符号，“网络文
学的文化价值毋庸置疑，它在
万众为媒的网络世界中为人们
在虚幻与真实之间架起一座涉
渡之桥，以安放世纪之初焦虑
和茫然的大众心灵，我们不必
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网络文
学，它的存在意义早已超过与
经典文学的比较层面。”

如今，网络渗透进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消费、社交、工
作等基本活动毫无例外地被网
络裹挟其中，哪怕读图时代、短
视频时代、AI时代你方唱罢我
登场，依然少不了文字作为最
基础的创作之坯。张春梅对网
络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十分关
注：“中国式的神魔鬼怪和世情
生活在网络文学中迸发出耀眼
的想象力和媒介力，现在已经
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
播的一个经济体，我们不仅要
正视它的存在，还要深研其话
语表达折射出的当代人情感结
构和审美经验。”

2 月 26 日，洛
社镇天授蔬菜基地
的菜农在大棚内采
摘蔬菜。连日来，
惠山区蔬菜大棚种
植户积极投入到农
事劳动中，田间地
头一派辛勤劳作的
生动图景。

（还月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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