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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召奎

老家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农村的杨家

福，在 4 家涉尘企业工作数年后，2015 年 3 月

16 日，来到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工作，入职

浙江众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恒公

司），从事喷塑工作。在最后这家涉尘企业干

了半年后，他在当年 9 月 17 日被查出疑似患

上矽肺病（尘肺病的一种常见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杨家福该找谁维权呢？

他选择了众恒公司进行维权。经过近 7年时

间，打了 6场官司，杨家福陆续拿到相关证明

材料，离维权成功越来越近了。

今年 8月 1日，金华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作出《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认定杨

家福属于四级伤残。

“我现在还没有收到单位不服该鉴定结

论的通知，如果单位不提起市级鉴定和省级

鉴定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拿到工伤赔偿了。”

8月 25日，杨家福对记者说。

工作半年被查出疑似尘肺病

由于喷塑工作会接触粉尘等职业病危害

因素，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

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

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

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不得

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然而，杨家福入职众恒公司后，公司未安

排他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就让他从

事喷塑工作。

“入职当天，公司跟我签了劳动合同，后

来还让我签了一份职业病危害告知书。签完

之后，公司就把这个告知书收回了。后来维

权的时候，律师说这个告知书很重要，是职业

病鉴定的关键材料，不应该让公司收回，好在

后来我拿到了。”杨家福说。

工作近半年后，2015年9月2日，杨家福被

众恒公司安排到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武

义县杨家医院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时，被告知两肺弥漫性小结节，尚不能确定其

性质，需要进一步检查排除结核、肿瘤等疾病。

当年 9 月 8 日，杨家福被调离原工作岗

位，从事装配工作，不再接触粉尘。

2015 年 9 月 17 日，杨家福请假前往深圳

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被告知疑似患了矽肺

病。但由于身体没有明显不适，他并没有太

在意。

通过投诉获得关键证据

又过了半年，由于身体出现咳嗽、胸闷、

气短等不适症状，无力再继续工作，杨家福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再次到武义县第一人民医

院检查，被告知肺部出现异常，需要到具有职

业病诊断资质的医院排除尘肺可能。

随后，杨家福向公司要求提供职业病诊

断的相关材料，但众恒公司不愿提供这些材

料。杨家福向当地安监部门投诉之后，众恒

公司才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向他出具了职业

史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等材料。

2018 年 4 月 11 日，杨家福向武义县杨家

医院申请了职业病诊断。当年 12 月 6 日，武

义县杨家医院认为，杨家福提交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接触史载明，其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是塑粉，而塑粉作为一种有机粉尘，它的目

标疾病是职业病哮喘和职业病过敏性肺炎，

不会造成职业性矽肺病。

武义县杨家医院还表示，根据杨家福登

记的曾在 4 家涉尘企业工作的职业史，结合

其肺部类似矽肺病的表现，如拟诊断职业性

尘肺病，需要补充另外几家用人单位曾经接

触过粉尘作业的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

触史等证明材料。如无法提供这些证明材

料，可以提供劳动关系证明，该院可以发函给

用人单位所在地安监部门协助调查相应的职

业史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

对此，杨家福不认可武义县杨家医院的

说法。他表示，工作中除了接触塑粉，还有其

他类型的粉尘。因此，他于 2019 年 5 月向武

义县卫生健康局投诉，指出武义县杨家医院

不履行职业病防治法的法定职责，不依法及

时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此次投诉，杨家

福获得了关键证据——之前众恒公司让他签

的职业病危害告知书。

记者从杨家福提供的职业病危害告知书

上看到，喷塑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

粉尘。而该告知书载明，粉尘的健康危害是：

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的作业人员，当吸入的

粉尘量达到一定数量即可引发尘肺病。

不过，2020年 6月，武义县杨家医院依然

出具杨家福无职业性尘肺的《职业病诊断证

明书》。

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士谦对记者

表示，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

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职业病诊断争议由设

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

据当事人的申请，组织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

会进行鉴定。

因不认可武义县杨家医院的诊断结论，

杨家福向金华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

鉴定。2020 年 8 月，金华市职业病诊断鉴定

委员会出具《职业病鉴定书》，杨家福被鉴定

为职业性尘肺二期，推翻了此前武义县杨家

医院作出的无职业性尘肺的诊断结论。

2021年 3月，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出具《工伤认定书》，认定杨家福属于工

伤。今年 8月 1日，杨家福被鉴定为四级伤残。

为何最后一家企业担责？

杨家福在多家涉尘企业工作过，为何要

最后一家企业承担责任？对此，张士谦告诉

记者，此前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明确

规定，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

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的，其医疗和生

活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最后的用人

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

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

2011 年 12 月 31 日，职业病防治法进行

了修改，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六十条，修改

为：“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

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

障由该用人单位承担。”

“在实践中，如果劳动者在多家涉尘企业

工作过，可以根据工作情况和证据情况选择

找哪家企业维权。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

定，职业病诊断应当根据病人的职业史、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

况、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综合认定

是否具有职业病。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

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

当诊断为职业病。”张士谦说。

张士谦指出：“一般而言，劳动者在进行

职业病诊断的时候，诊断证明书写的是哪家

企业，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上，也会写这家企

业。因此在后续索要工伤保险待遇的时候，

也会找这家企业要求赔偿。”

最后，张士谦也提醒涉尘企业，对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一定要组织上

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否则劳动者工作后被

检查出尘肺病后，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工伤保

险责任。

劳动者维权 7年，打了 6场官司……

在5家涉尘企业工作后患上尘肺病，到底谁担责？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一名在 5 家涉尘企业工作过的劳动者，在被检查出患上尘肺病后，陷入了维权难题：

该找哪家企业维权？经过近 7年时间，打了 6场官司，他才陆续拿到相关材料，离维权成功

越来越近了。律师指出，如果劳动者在多家涉尘企业工作过，可根据工作情况和证据情况

选择找哪家企业维权。同时，他提醒涉尘企业，一定要对劳动者组织上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否则其工作后查出患上尘肺病后，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

8月24日，在鼎城区江南大道一漏点，
工作人员正在开展供水管网抢修工作。

近日，因天气炎热，湖南省常德市鼎城
区用水需求达到高峰，部分管网存在漏点
隐患。鼎城区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错开用
水高峰在凌晨进行漏点抢修，保障生产生
活用水。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特约通讯员罗瑞

雄）为致敬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在广东省广

州市总工会的指导下，“灯塔·爱在交通”基

金、广州巴士集团、公交站场管理公司工会等

爱心单位，联合开展“致敬高温下的坚守”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广州市海珠、越秀、天

河、花都等区设置 10个爱心雪糕自取点，从 8
月 23 日至 9 月 9 日，连续 18 天为高温下的一

线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 6万支雪糕。

此次活动的冰柜上贴着“爱心冰柜 雪糕

自取”等醒目的字眼，自取点分别设置在 10
个点，全程无人值守，交通一线从业者、环卫

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消防救援指

战员、人民警察、防疫工作者等户外一线劳动

者都可以免费自取，每个冰柜里面的雪糕领

完之后工作人员也会及时进行补给。

这 10个爱心冰柜地点包括：动物园南门

公交总站（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地址

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94 号；海珠客运

站公交站场（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地

址为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28号；户外劳动者

工会爱心驿站，为花都区新华街道新中路 42
号；赵广军生命热线工作室，地址为广州市海

珠区江南中街道青凤大街 4 号；广州塔新时

代驿站·新风尚，地址为广州塔西广场；海珠

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

中路 418号；勋浩雪糕批发，地址为广州市海

珠区大塘村口四巷 8号；绿荷防疫站，地址为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绿荷西大街；三骏公司（广

场），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 9号；河东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地址为增城区东山路10号。

本报讯（记者李娜 实习生陈柳余）记者

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该省

近日发布《驻外农民工机构服务规范》（以下

简称《服务规范》）将于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据悉，这是全国首个驻外农民工服务保障领

域的省级地方标准。

四川是农民工大省，常年有 2500 万左右

农民工在外务工，其中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

达 1100余万。近年来，为更好满足在外务工

川籍农民工的需求，四川省各市（州）、县（市、

区）陆续在辖区外设立为农民工服务的驻外

机构 1000余个，但这些驻外机构大多依托家

乡商会和企业等建立，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导

和规范引领。

鉴于此，四川省人社厅经过充分调研、专

家研讨，起草了全国首个规范驻外农民工机

构职责职能的地方标准。该《服务规范》进一

步明确了各级驻外农民工机构的服务职能，

规范了驻外农民工机构服务的场所、范围、内

容、要求等事项，涵盖了农民工广为关心的就

业服务、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回引创业、关心

关爱及公共事务等重点领域。

为做好《服务规范》起草工作，四川省农

民工服务中心调研组从 2021 年 7 月~10 月先

后赴浙江省、重庆市、成都市、中山市开展驻

外及驻蓉农民工服务机构系列调研。了解驻

外农民工服务机构基础现状、基本要求、职能

职责、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质效、目前面

临的困难与问题等方面情况，为本次标准的

制定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四川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农民

工工作，把农民工作为战略性资源，把服务保

障农民工作为战略性工程来抓。《服务规范》

正式实施后，将与今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农

民工服务规范》一起，形成独具四川特色的农

民工工作标准化体系。下一步，该省还将打

造一批省级驻外农民工服务示范站，全力推

进驻外农民工机构服务工作规范化、系统化、

精准化，切实增强在外川籍农民工朋友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驻外机构 1000 余个，大多依托家乡商会和企业等建立，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导和规范引领

四川制定全国首个驻外农民工服务保障领域省级地方标准

爱心冰柜现身广州街头

6万支雪糕户外劳动者可免费自取

免费“清凉餐”暖了工友心
“管饱，不够吃的多拿几盘，光盘之后到我这领取水果。”

在上海一家建筑工地上，志愿者们吆喝着，工友们排队领取免
费午餐和解暑水果，现场秩序井然。夜间，项目上还准备了蛋
炒饭和绿豆汤，为建设者们带去丝丝清凉。

近日上海连续高温，中建五局华东建设徐汇滨江金融城
项目的工友为了工期节点目标奋斗在一线。为做好安全生产
和防暑降温工作，项目开展“学超英 送清凉 保安康”慰问活
动，暖了一线工友的心。 韦阳 摄

动态动态G

青海海南州欠薪案办结率100%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建立健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

压实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按月足额代发工资、存

储工资保证金等四项制度，有效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让农民工安“薪”不忧“酬”。全州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 128件，办结 128
件，追发913名农民工工资1188.67万元，办结率100%。

海南州力推项目建设单位拨付工程进度款时按施工

合同人工成本比例落实“两条线”拨付制度，银行按月代

发农民工工资，确保政府投资项目“零欠薪零上访”目标

要求。2022 年第一季度，全州新开工建设项目 46 家，开

设农民工工资专户 46 家，实现银行代发工资 46 家，缴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46 家 1683.71 万元。同时，海南州及

时受理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12345 热线电话、领

导留言板等平台反映的各类欠薪案件举报投诉案件，耐

心接待上访群众，积极处理欠薪矛盾纠纷，把欠薪问题解

决在萌芽状态。

此外，海南州围绕在建工程项目设立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实行银行代发工资、工程款支付担保、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范维权信息告示牌等

制度落实情况，多部门加大督查力度，完善联合惩戒机

制，力推全州根治欠薪工作向好发展。

广西推动就业帮扶车间转型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张帅 蒋少萱）为进一步

优化就业帮扶车间帮扶政策，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

设和发展就业帮扶车间，推动就业帮扶车间向乡村就业

工厂转型升级，吸纳更多脱贫人口就近就地就业，日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厅、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持续加强就业帮

扶车间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建设 5 种类型就业帮扶车间，包括厂房

式就业帮扶车间、居家式就业帮扶车间、种养式就业帮扶

车间、贸易流通式就业帮扶车间、文化旅游式就业帮扶车

间；明确厂房式、居家式、种养式、贸易流通式、文化旅游

式市场主体带动 5 名以上脱贫人口就业，可申请认定为

就业帮扶车间。

对取得合法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税务登记等相关

手续健全，稳定运营 1年以上，吸纳 10名以上脱贫人口就

业（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协议、年人均工资收入不低

于 2 万元），年经营收入在 50 万元以上的就业帮扶车间，

推动转型升级为乡村就业工厂，由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授予“乡村就业工厂”牌匾。

《方案》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其中，对于就业帮扶车

间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签订劳务协议或承揽合同，并为其

购买不低于 15 元/人·月意外伤害保险，每个脱贫人口 1
年内累计工作不少于 6 个月（季节性用工的种养式车间

可适当放宽累计工作时间），且获得不低于 6000 元劳动

报酬的，给予补贴，标准为 2000元/人·年。

凌晨错峰抢修凌晨错峰抢修

电商+快递助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本报讯（记者甘皙）“现在订单已经供不应求了，网络

销售的价格比传统模式高，预计今年可以增收 3万～4万

元。”进入 8 月下旬，浙江省云和县翠冠梨仍处于销售旺

季，元和街道梨庄村的蓝师傅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电

商+快递，让我们钱袋子更鼓了。”蓝师傅说。

这是邮政快递业促进消费、推动发展的案例之一。

从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上半年运行数据显示，邮政快递业

正以更大的力量保障社会安全运行和经济平稳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为 5.45 万亿元，增长 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 25.9%。

“风”“火”相依的电商与快递，上半年走出了高度相

似的曲线。前 2个月均实现高增长，3月出现下滑，5月修

复，6月恢复增长。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 6543.1 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全国快递业务

量累计完成 512.2 亿件，同比增长 3.7%；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 4982.2亿元，同比增长 2.9%。

“快递服务支撑的网上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的比重超过 1/4，是促进消费扩容和升级的重要助

力。”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一部副主任刘江

指出。

快递网络不断下沉，既促进了农村消费，也提高了消

费品质，农村居民消费从“无品牌”“小品牌”到“有品牌”

“优品牌”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