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暑期到来， 作为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新宠，
密室逃脱、 剧本杀等娱乐休闲消费趋火 。 与此同
时， 消防安全、 服务质量等问题也不断引发关注。
不久前， 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
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 强化密室逃脱、
剧本杀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
态的监管， 让人拍手叫好。 （7月26日 新华网）

□朱慧卿

7月19日， 在湖州市爱山街
道家园志愿广场， 志愿者为一名
保洁员提供茶饮。 为应对连续高
温天气， 浙江省湖州市在核心商
圈设立10余个爱心驿站， 供户外
工作者和群众避暑纳凉， 并在驿
站提供多项便民服务， 为炎热夏
季带来清凉。 （7月27日 《工人
日报》）

眼下已进入伏天，天气炎热，
酷暑难耐。 湖州市除了在核心商
圈设立10余个爱心驿站外， 一些

沿街商铺和单位以及社会爱心人
士纷纷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
工人、养护人员、快递小哥免费提
供午间休息处， 并为他们送上凉
茶、 冷饮、 矿泉水、 人丹、 藿香
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 使坚守
在烈日下的工人们真切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其实， 开设爱心驿站， 单位
敞开空调房， 让高温一线的工人
们午间稍微休息一会儿， 或者为
他们送上一杯凉茶， 一块雪糕，

一瓶矿泉水让他们解解渴， 这些
举措花钱不多， 可对坚守在高温
一线的劳动者来说， 却是实实在
在的关心和关爱。

善待烈日下的劳动者， 多从
细节入手 ， 为他们及时送上清
凉， 提供一个临时休息处， 可以
有效避免户外作业人员因高温或
劳累过度而引发中暑等病症， 确
保他们的身体健康， 也使他们真
正能够从中感受到社会各界对烈
日下劳动者的关爱。 □徐曙光

李雪：“最低199元可保障爱
宠健康一整年， 最高5万元医疗
保障。” 类似的宠物险广告在互
联网平台上十分常见， 不少人给
家中的猫、 狗看个病检查开药花
费好几百， 大病做手术要几千甚
至上万， 宠物医疗保险渐成宠物
主的一种选择。 随着宠物经济越
来越庞大， 宠物险需求也越来越
大， 相关主管部门应把规范宠物
险提上日程， 市场监管部门对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要加大惩治力
度。

盛夏时节， 各地持续出现高
温天气， 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
打破历史记录， 给高温下作业
的劳动者健 康 带 来 严 重威胁 ，
已有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患热射
病甚至不幸死亡的消息见诸媒
体。

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 。 在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所列物理
职业病中 ， 第一项就是中暑 。
2012年起施行的 《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
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
引起中暑， 经诊断为职业病的，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就是说， 劳
动者出现职业性中暑， 可以经职
业病诊断并申报工伤， 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 但在现实中， 一线劳
动者出现职业性中暑的情况并不
鲜见， 然而， 患者为此去申请职
业病诊断、 认定工伤的却少之又
少。 这是为什么？

首先， 对热射病认知少。 热
射病这个词 ， 不要说普通劳动
者， 即使是知识面比较广的人，
过去也很少听说。 如果不是今年
的高温天气异常 ， 恐怕仍属于
“罕见” 之列。 至于职业性中暑
属于职业病 ， 其知晓度就更低
了。 大多数劳动者发生职业性中
暑后， 并不知道可以申请职业病
诊断， 并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即使出现重症中暑， 也很难想到
与职业病、 工伤有关。

其次， 劳动关系认定难。 劳
动关系是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
的前提条件。 高温天气室外作业
大多是建筑工人， 以及快递员、
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他
们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关系历来纠
缠不清， 如果再有包工头作 “中
介”， 情况更趋复杂， 一旦发生
劳动争议， 劳动关系认定就成了
一道难迈的坎。

第三， 职业病诊断难。 职业
病诊断需要提供患者的职业病危
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等资料、 证据。 如果用人单
位不配合， 劳动者很难取得， 没
有证据， 也就难以进行职业病诊
断。 许多职业性中暑的劳动者只
能 “自认倒霉”， 或者不得已选
择与企业 “私了”。

热射病工伤认定涉及劳动者
合法权益， 在这个问题上， 工会
组织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一， 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 竭诚服务职工
群众。 以往， 每到炎炎夏日， 各
级工会 “夏送清凉” 已经成为品
牌工作， 但我们很少听到工会为
劳动者职业性中暑问题维权的信
息。 如果说工会 “夏送清凉” 在
服务方 面 做 得 很 到 位 了 ， 那
么 ， 在 维 护方 面 是 不 是 需 要
“补课” 呢？ 譬如广泛宣传相关
法规， 让更多的劳动者知晓自己
的权益； 譬如一旦发生职业性中
暑， 积极帮助职工维权， 直至诉
诸法庭 “讨公道”。

其二， 对于职工劳动关系的
认定， 各级工会组织在以往的维
权工作中积累了许多成功、 有效
经验， 在职业性中暑问题上同样

适用。 如果工会一家解决不了问
题， 还可以利用组织优势， 联手
政府执法部门， 要求用工单位提
供相关资料， 帮助职工搜集、 出
示证据， 实现维权目标。

其三， 更多地运用法律为劳
动者维权。 《职业病防治法》 规
定， 职业病诊断、 鉴定， 用人单
位不提供相关资料的， 诊断、 鉴
定机构应当结合劳动者的临床表
现、 辅助检查结果和劳动者的职
业病危害接触史， 并参考劳动者
的自述、 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的日
常监督检查信息等， 作出职业病
诊断、 鉴定结论。 劳动者可能无
力要求职业病鉴定机构这样做，
但工会组织有这个能力依法力
争。

热射病工伤认定引出维权话
题， 期待相关工会组织思考、 行
动。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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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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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家里生意不好，
所以出来找零工补贴家用。 我是
第一次来这里找工作，这个平台
对我们来说很好 ，找得到好工
作， 只要你愿意做。”7月20日，南
宁市西乡塘区零工市场的一位求
职者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道。 （7月26日 中工网）

日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西乡塘区零工市场正式揭牌投
入使用， 这是全市首个线上线下
一体化的零工市场。 约1800平方
米的用地面积， 设立了 “一厅一
室一站六中心” 即一个综合服务
大厅、 一个市场管理办公室、 一
个零工爱心驿站、 就业创业指导
中心、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两新
组织党群服务中心、 妇女劳动维
权服务中心、 新市民合法权益保
障中心、 信息运营中心。

“零工市场” 大大改善了灵
活就业人员的求职环境， 此前，
从事保安、 装修、 搬家等工作的
零散务工人员找工作信息来源相
对单一 ， 大都在马路边聚集求
职， 风吹日晒是常事， 加上受疫
情影响， 不少人找工作都遇到了
困难。 相比于以前 “在马路边聚
集求职” 的 “蹲活”， 免受风吹
日晒还在其次， 最大的好处是用
工信息集中在 “零工市场”， 来
源更多， 选择的面更广， 找到理
想、 对口工作的概率也就更大。
“零工市场” 相当于职业中介所，
但有关部门开设的 “零工市场”，
不仅更权威， 由于及时通报全市
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用工需求， 解
决了用工双方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 也就更有针对性， 求职信息
对求职者更实用。

设有 “一厅一室一站六中
心”、公益性的“零工市场”，把对
零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关心关爱
落到实处， 而在疫情风险依然存
在的当下， 也有利于调动劳动者
的积极性， 营造齐心战疫的浓厚
氛围。据悉，下一步零工市场将进
一步被打造成零工和灵活就业人
员的劳动之家、 温馨之家和就业
的快捷之家，践行好“稳定就业，
保障民生” 的服务宗旨， 让零工
做工做得安心， 让企业用工用得
放心 。 显然 ， 这样的 “零工市
场” 值得推广。 □钱夙伟

热射病工伤认定涉及劳
动者合法权益， 在这个问题
上， 工会组织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 热射病工伤认定引出
维权话题， 期待相关工会组
织思考、 行动。

夏季关爱户外劳动者要多从细节入手

■世象漫说

加强监管

今年五一期间， “江门智慧
工会” 线上商城正式上线运营。
网约车司机林师傅此前经常使用
积分到线下商超药店购物 ， 现
在， 他正计划用积分兑换更多商
品。 “过去， 工会组织职工参加
活动时， 也会派发一些小礼物，
但积分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因为用积分可以随心购买真正需
要的物品， 满足职工的多样化需
求。” 林师傅说。 （7月27日 《南
方工报》）

林师傅的话说出了许多职工
的心声。 2020年4月， 广东省江
门市总工会经省总工会同意， 在
全省率先开展智慧工会会员积分

制管理试点， 探索服务职工的新
方法。

工会每次活动只派送一些小
礼物， 很难满足大家的多样化需
求。 现在好了， 有了工会会员积
分制， 工作人员不用再愁派发什
么小礼物了， 参加工会组织活动
的职工可用派送的积分一次性或
累加积分到线上商城购买自己心
仪的物品 ， 积分可直接抵扣现
金。 这样的做法， 可谓是让活动
组织者和参加者都皆大欢喜。

笔者以为， “小积分” 不仅
提高了工会经费使用的效能， 让
一线职工得到更实惠的工会发放
的礼物， 还有效增强了工会组织

职工参加活动的吸引力。 可以说
是工会服务职工方式方法上的一
种创新， 有效增强了工会基层组

织的凝聚力和工作活力， 此举值
得点赞， 也值得推广。

□周家和

张淳艺 ： 长期以来 ， 糖尿
病、 高血压、 脑卒中等疾病被认
为是 “老年病”。 然而， “新华
视点”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 一些
二三十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也
患上了这些 “老年病 ” 。 遏 制
“老年病 ” 年轻化需要多方发
力。 有关部门应加大合理膳食 、
科学营养的宣传， 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的普及， 帮助年轻人做好健
康管理。

宠物保险市场
亟待依法规范

“零工市场”
把稳就业落到了实处

热射病工伤认定引出维权话题

遏制“老年病”年轻化
需要多方发力

“小积分”是工会服务职工的一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