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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关于三苏父子在四川留下的遗
迹，最负盛名的当属位于四川眉
山的三苏祠，但苏东坡的家族墓
地在何处，鲜为人知。

而在眉山东坡区修文镇十
字卡村，村里的“苏坟园”称呼沿
袭已久，是村民们口中代代相传
的东坡家族墓。

11月 19日，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和眉山市文物局共同
披露的眉山重大考古发现确认，

“苏坟园”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
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
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这
一完整墓园结构被揭露，在四川
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红星新闻记者获悉，“苏坟
园”之前已被列入了眉山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如今通过考古发掘
让苏东坡家族墓地被官方确认，
对于深入挖掘三苏文化、传承三
苏文脉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确认：
大小苏坟园是
苏轼孙子和曾孙墓葬

“苏坟园”是四川省眉山市
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的一个
小地名，据当地村民口中代代相
传，这里是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
家族墓园。

红星新闻记者获悉，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4 月 5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
考古队，对小苏坟园墓葬进行了

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对周边进行
了全面调查。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小苏坟
园茔园建设规模较大，整体平面
呈长方形，包括围墙、墓上建筑、
环墉、墓室、墓前建筑、台阶、道
路等部分，其余建筑被破坏，具
体不详。整个茔园建筑在坡上分
布，错落有致，顶部到底部高差
为 8.5米；平面布局呈中轴线对
称分布，主要建筑设施位于中轴
线上。

根据墓砖铭文并结合相关
的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苏坟园”
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
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
之子苏山的墓葬。

意义：
有利于挖掘传承
“三苏”文化

早在 2017年 12月，在修文
镇十字卡村，红星新闻记者在当
地村干部带领下，在写有“东坡
故园”管理办公室内的一个房间
内，见到数十块长约 40厘米、宽
约 20厘米、厚约 10厘米左右的
青砖。

这些砖头沾满黄土，印刻有
“有宋大宗伯苏公墓”“司农少卿
苏公之墓”“白鹤翁墓”“东坡曾
孙白鹤翁嗣”“东坡元孙”等字
样。砖的旁边，摆有简单的说明：
苏符墓砖、苏山墓砖等。

当时，屋内的一块残缺石碑
上，还镌刻着“据墓砖所载系东

坡曾孙考”“光绪拾年岁次甲”等
字样。另一间房内，从一副挂在
墙上的墓碑拓印可以看出，该墓
碑正中刻“宋礼部尚书苏公符白
鹤翁墓”，落款为清光绪十年
（1884年）刘崇德等立。

十字卡村相关负责人当时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仅苏符的墓砖，在十字卡村
就发现有 2000 多块，这在全国
苏氏遗迹中属于实物最多体量
最大的。

此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官网也发布了眉山苏坟园宋
墓的考古发现。信息显示，1974
年，苏符墓及周边另一座墓葬被
破坏。目前，苏符墓残墓上已经
被现代建筑覆盖。综合此次官方
披露的内容，另一墓葬便是小苏
坟园，即苏轼曾孙苏山的墓葬。

相关人士表示，虽然墓室已
被破坏过，但这一完整的墓园结

构被揭露，在四川地区是极为少
见的，宏大的墓园结构对于研究
宋代品官的丧葬制度有重要意
义。

此外，墓葬主人的确认，不
但是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

深入挖掘三苏文化、传承三苏文
脉也有重要意义。

背后：
“苏坟园”称呼沿袭已久
考古发掘证实传言

实际上，在修文镇十字卡
村，“苏坟园”的称呼，在当地村
民口中沿袭已久。

2017 年 12 月，红星新闻记
者在十字卡村采访时，当时的

“苏坟园”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称，十字卡村是大唐宰相苏味道

的眉州后人祖居之地，其族人死
后很多也安葬于此，因此被称为

“苏坟园”。村民口中的苏东坡家
族墓，包括苏东坡爷爷苏序、姐
姐苏八娘、孙儿苏符等人之墓。
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墓地曾被
严重破坏，当时已修缮苏味道、
苏序、苏符、苏八娘等5座陵墓。

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苏符
是苏轼兄弟众多子孙中官品最
显赫的一个（礼部尚书，正二
品）。据史料记载，苏符晚年致
仕，返回蜀地后再未出去过。南
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苏符
逝世，朝廷追授“眉山开国伯”。

“苏坟园”本就是眉山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文物部门
尚未对此进行考古发掘，村民们
口口相传尚未完全得到证实。

彼时，眉山东坡区文物部门
也表示，需结合史料记载，能确
定此地为东坡家族墓地。但此地
是否有苏东坡家族中其他人的
墓地，只有抢救性发掘才能让更
多历史信息浮现出来，得到更准
确的定论。这不但有助于文物保
护单位的申报，更有利于对苏坟
园进行科学保护和修缮，有助于
当地的开发利用。

如今，考古发掘让苏东坡家
族墓地在此这一传说多年的消
息被官方确认，让当地人欣喜不
已。

11月 19日，红星新闻记者
从十字卡村了解到，如今，在抢
救性发掘后，发掘现场被保护
着，不仅安装有监控，也有人会
经常巡逻保护。

据红星新闻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
案。该案中，劳动者长期在工作
时间、工作场所以外通过微信
等社交媒体进行工作，属于“隐
性加班”，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
支付加班费。

【案件回放】

休息日回复客户信息
员工认为是加班

李女士于 2019 年 4 月 1 日
入职甲公司担任产品运营，双
方签订了期限至 2022年 3月 31
日的劳动合同。李女士主张其
下 班 后 存 在 延 时 加 班 共 计
140.6小时，未调休的休息日加
班 397.9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
57.3 小时，公司未向其支付加
班费。

为证明该主张，李女士提
交了聊天记录、排班表和钉钉
打卡记录截图予以证明。李女
士称其中 2020年 11月 14日、15
日在钉钉系统中申请了加班，
已获得批准。其他时间部分系
在家加班办公，部分在公司加
班。

李女士另提交了假期社群
官方账号值班表，以此主张甲
公司安排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定
期加班，甲公司称值班内容就
是负责休息日客户群中客户偶

尔提出问题的回复，并非加班。
经查，李女士主张的加班

系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
客户或者同事的沟通交流，李
女士表示自己系运营岗位。岗

位职责是搭建运营组织构架、
负责程序整体运营、管理内容
团队、负责投放计划制定和实
施、研究产品优劣并做跟踪、负
责商务拓展。甲公司则表示，李
女士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
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他员
工给李女士打电话咨询不应属
于加班。

对于李女士主张的周末及
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甲公
司表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

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
发问，员工只需要回复客户信
息，甲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
的范畴。

【法院审理】

根据工作内容
应认定加班

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李女士的工作岗位为“产品运
营”，从在案证据来看，李女士
往往以微信等作为工作媒介进
行沟通，从李女士提供的微信

记录等证据特别是假期社群官
方账号值班表来分析，甲公司
存在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及
休息日安排李女士工作的情
形。

虽然甲公司称值班内容就
是负责休息日客户群中客户偶
尔提出问题的回复，并非加班，
但根据聊天记录内容及李女士
的工作职责可知，李女士在部
分工作日下班时间、休息日等
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已经超出了
简单沟通的范畴，且假期社群
官方账号值班表能够证明甲公
司在休息日安排李女士从事社
交媒体工作的事实，该工作内
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
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
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
用工的特点，应当认定构成加
班，甲公司应支付加班费。

关于加班时长及加班费数
额，由于利用社交媒体的加班
不同于传统的在工作岗位上的
加班，加班时长等往往难以客
观量化，用人单位亦无法客观
上予以掌握。且本案中的加班
主要体现为微信群中的客户维
护，主要以解答问题为主，劳动
者在加班同时亦可从事其他生
活活动，以全部时长作为加班
时长亦有失公平。因此，对于甲
公司应支付的加班费数额，应
当根据在案证据情况予以酌
定，综合考虑李女士加班的频
率、时长、内容及其薪资标准，

北京三中院酌定甲公司支付李
女士加班费 3万元。

【法官提示】

工作模式愈发灵活
隐性加班不可忽视

随着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技
术的进步，劳动者工作模式越
来越灵活，可以通过电脑、手机
随时随地提供劳动，不再拘束
于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地点、
办公工位，特别是劳动者在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
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等情况
并不鲜见。

对于此类劳动者隐性加班
问题，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
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
否定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
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
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
情况。对于利用微信等社交媒
体开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
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
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了一般
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
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
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
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
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
班。

据《北京青年报》

四川眉山公布重大考古发现：

确认苏东坡家族墓地

发掘现场

“下班了也得紧盯微信”算不算加班？
法院：用人单位应支付加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