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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职业危害 职工有权说不

■从事有毒有害工种， 员工有权索要防护品
■进行特种作业， 员工有权要求职业培训
■明知违章操作， 员工可拒绝冒险作业

【法律咨询台】

新配眼镜腿掉漆
工商调解获退款

9月， 迎来了一年一度学生
开学的日子， 许多学生开学前都
为自己添置了新文具、 图书等学
习用品， 家住延庆的高中生小张
也不例外。 在开学前， 小张配了
新眼镜， 没想到新眼镜出现掉漆
问题， 在延庆工商分局延庆工商
所的调解下， 获得了40元退款。

随着开学时间的推进， 高中
生小张特意来到延庆某眼镜店为
自己配了一副度数合适的新眼
镜， 准备开学使用。 没想到刚开
学没几天， 新配的眼镜就出现眼
镜腿掉漆的现象， 这可把小张苦
恼坏了， 不仅影响了心情， 也影
响了正常学习。 小张来到眼镜店
要求更换眼镜， 但是眼镜店工作
人员辩解说是小张经常出汗， 或
者眼镜被什么液体碰到后才掉漆
的， 拒绝为小张进行更换。 无奈
之下， 小张来到了延庆工商所进
行投诉。

延庆工商所接到投诉后非常
重视， 为了不影响小张的学习，
工商干部来到眼镜店了解情况，
并通过电话与小张进行沟通。 通
过工商干部耐心细致的调解， 最
终， 眼镜店商家同意给小张退款
40元， 并更换了眼镜腿， 小张对
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随着学生开学， 迎来了
新的配眼镜高峰， 在配眼镜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眼镜店。 消
费者在配眼镜时， 应当选择证照
齐全， 有配眼镜资质的眼镜店。
不要到路边没有资质的商店配眼
镜 ， 不但起不到提高视力的作
用， 长时间佩戴这种眼镜反而会
导致视力下降；

第二 ， 选择适合自己的镜
框。 消费者在决定配眼镜后， 一
般要先经过专业验光师的验光，
在确定镜片的度数之后， 再挑选
合适的眼镜框。 消费者在挑选镜
框时， 尽量对着镜子进行试戴，
因为并不是所有漂亮的镜框都适
合每个人的脸型， 消费者要根据
自己脸型的大小， 眼睛之间的瞳
距进行选择；

第三， 留存相关票据。 消费
者在配好眼镜付款后， 要留存好
交款凭证和收据， 确保出现问题
时， 可以通过票据进行维权。 另
外， 新度数的眼镜对于消费者来
说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可能刚
配好的一两天不太适应， 但如果
长时间仍感觉不适的话， 消费者
要尽快到眼镜店进行检测， 确保
配到合适的眼镜。

（延庆工商分局 马延景）

近年来， 有关劳动者因职业
危险导致事故的报道可谓此起彼
伏 。 2014 年 8 月 2 日 ， 发生在
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的爆炸， 造成 75 人遇难 185 人
受伤的恶性事件便是其中的一
例。 其实， 有些事故是可以避免
的， 问题在于一些劳动者面对安
全隐患， 并不知道自己有权通过
法律来防患未然。

有毒有害
有权索要防护用品

【案例】 姜晓琳等 15 人是一
家公司粉剂车间生产农药的职
工， 工作期间不可避免地要接触
有毒有害物质， 这些东西能通过
口腔、 鼻腔、 眼睛、 皮肤进入体
内 ， 从而危害健康 。 可从 2014
年元月起， 公司以经营困难， 需
要节约开支为由， 宣布不再向员
工免费发放口罩、 手套、 消毒清
洗液等防护用品， 这些东西由员
工自行解决。

【点评】 劳动防护用品是指
由生产经营单位为从业人员配备
的， 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免遭或者
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个人
防护装备。 《劳动法》 第五十四
条规定 ： “用人单位必 须 为 劳
动 者 提 供 符 合 国 家 规 定 的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条 件 和 必 要 的 劳
动防护用品 。 ” 《劳动防护用
品 监 督 管 理 规 定 》 第 十 四 条
也 指 出 ： “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 劳 动 防 护 用 品 选 用
规 则 》 （GB116 51） 和国家颁
发的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以及
有关规定， 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
防护用品。” 在员工工作中必须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 公
司为一己之私拒绝发放防护用品
明显与之相违。

特种作业
有权要求职业培训

【案例】 2014 年 2 月 15 日，
黎明园等 18 名新招聘员工刚报
到， 公司便将他们分成六个组，
在一名老员工的带领下， 分赴各
地架设、 拆除、 维修电力线路。
因属需要登上距离地面 3 米以上
的特种作业， 而他们中甚至有过
半数者根本没有电工资质。 大家
基于自身安全之需， 要求公司先
进行上岗前培训， 但公司以时间
紧任务重为由拒绝。

【点评】 特种作业是指容易
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对操作者本
人、 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
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 本案所涉
电力线路的架设、 拆除、 维修，
且高度达 3 米以上， 当属其列。
《职业教育法 》 第二十条规定 ：
“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 ，
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
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从
事技术工种的职工， 上岗前必须
经过培训； 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
必须经过培训， 并取得特种作业
资格。” 即公司未经岗前培训并
获取相应资质， 便让黎明园等人
从业是违法的。 黎明园等职工从
各自人身安全出发， 也有权要求
公司履行职业培训义务。

明知违章
有权拒绝冒险作业

【案例 】 2014 年 3 月 1 日 ，
吕颖等 21 人根据公司安排， 从
事公路维护和地下管线维修工
作。 维护地下管线时， 吕颖等人
发现管道内有毒气体含量大量超
标， 稍有不慎便会酿成事故， 严
重危害大家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遂要求在设法排除危险后再

动工。 可公司为赶工期， 却违章
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 还以解除
劳动合同并扣发工资相要挟。

【点评】 《劳动法》 第五十
六条规定：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
管理人员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
业， 有权拒绝执行； 对危害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有权提
出批评、 检举和控告。” 《劳动
合同法 》 第三十二条也指出 ：
“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
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的， 不
视为违反劳动合同。” 《安全生
产法》 同样规定： “生产经营单
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提出批评 、 检举 、 控
告， 或者拒绝违章指挥、 强令冒
险作业， 而降低其工资、 福利等
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
同 。” 即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
吕颖等拒绝作业属于行使正当权
利。

身体不适
有权要求健康检查

【案例】 郭丽秀等 6 人在一
家家具制造公司担任喷漆工， 作
业场所内存在诸多化学毒物， 特
别是苯、 甲醛、 苯胺和二异氰酸
甲苯酯等 4 种高毒物质超标严
重。 时至 2014 年 4 月 ， 因大家
觉得各自身体均出现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不 适 ， 遂 要 求 公 司 组 织
体 检 ， 并 对 出 现 的 问 题 采 取
相应的治疗措施 。 但被公司拒
绝， 理由是必须等到他们离职时
再进行。

【点评】 根据 《职业病目录》
规定， 职业中毒包括苯中毒、 甲
苯中毒等 56 个细项。 《关于开
展木质家具制造企业高毒物质危
害治理的通知》 中指出： “高毒
物质对人体危害极大， 通过呼吸
道、 皮肤等进入体内， 对神经系

统、 呼吸系统、 造血系统等造成
严重损害， 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而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六条
规定：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的作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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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郭丽秀等人要
求体检并无不当。

调换工种
有权行使知情权

【案例】 2014 年 5 月， 一家
公司为加强一线生产力量， 决定
对员工的岗位进行调整， 抽调原
本在销售、 仓库工作的宁晓妍等
11 人从事刷胶作业 。 宁晓妍等
人没有多想便答应了。 上岗后，
因大家发现作为箱包粘合剂使用
的胶水含有毒物质苯， 长期接触
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 遂纷纷要
求回原岗位上班， 但公司以大家
已事先同意为由拒绝。

【点评】 《使用有毒物品作
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第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
订立劳动合同， 将工作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职业中毒危害及其后
果、 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和待
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 ， 并 在 劳
动 合 同 中 写 明 ， 不 得 隐 瞒 或
者 欺 骗 。 劳 动 者 在 已 订 立 劳
动 合 同 期 间 因 工 作 岗 位 或 者
工 作 内 容 变 更 ， 从 事 劳 动 合
同 中 未 告 知 的 存 在 职 业 中 毒
危 害 的 作业时 ， 用人单位应当
依照前款规定 ， 如实告知劳动
者， 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有关
条款。” 正由于公司应当告知存
在中毒危害而未告知， 侵犯了宁
晓妍等的知情权， 大家因而有权
要求回到原岗位。

■员工身体不适， 有权要求做体检
■调换工种， 单位必须告知详情

案情回顾：
吴晓红在一家生产金刚石复

合片的公司担任销售助理， 职责
就是接到客户给公司打来的电话
后， 按其要求把发货单交给生产
部门， 产品生产完以后再通过快
递发给客户。 一般情况下， 客户
收到快递后， 就会把款汇到公司
账户上。

工作一段时间后， 吴晓红发
现公司管理中的漏洞， 这时又赶
上家人生病急需用钱， 她便趁机

“挣钱”。
开始， 她按照正常流程走 ，

只不过跟客户联系时， 让客户把
钱汇到她的私人账户里。 然后她
把客户的发货单录入电脑， 打印
发货单交给生产部门后， 备份不
给财务， 并将已录入电脑的数据
删除。 通过这种方式， 公司财务
对账时不会查到有这笔业务发
生， 钱就转到吴晓红的名下了。
事发时， 吴晓红已累计侵占公司
货款4万余元。

检察官说法：
昌平检察院张建银、 王红两

位检察官介绍， 根据 《刑法》 第
271条，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
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本案中的吴晓红， 利用担任
公司销售助理的职务便利， 让客
户将货款打入自己的个人账户，
并删除电脑内的数据， 私自截留

公司货款据为己有，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涉嫌职务侵占罪。

检察官张建银、 王红提醒大
家 ， 职务侵占多发生在规模不
大 、 管理较为松散的公司 。 所
以， 用人单位要堵塞漏洞， 为防
患于未然， 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
财务审核、 把关， 定期清理来往
账目， 加强监督检查， 从而在根
本上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利用公司漏洞 销售助理私吞货款面临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