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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防护意识差也是职业病患者数量居高不

下的重要原因。职业病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很多人

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却忽视了必要的防护措施。“比

如，高温作业时嫌戴防尘口罩太闷、接触化学品时嫌

麻烦不戴手套、在噪声超标的车间里不戴耳塞，都是

防护意识淡漠的表现。”市疾控中心人员表示。

据统计，在我市，电焊工、打磨工是尘肺病的高

危人群。电焊、打磨作业时会产生很多细小粉尘，但

工人们为了工作方便一般都不戴专业防尘口罩，或

是不顾风向。再加上工作环境通风条件不好，很容

易患上尘肺。目前尘肺病没有特效药，一旦患上，即

使能够及时发现，也会对病人造成终生伤害。

市人力资源社保局相关人员表示，劳动者寻找

工作时应注意易导致职业病的工种，要和企业签订

劳动合同，加强自我保护。在从业过程中，劳动者

对职业病防治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等民主

权利。

如果劳动者怀疑自己患有职业病，要尽快到用

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已

取得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病诊

断机构申请诊断。同时不要背上思想包袱，要尊重

法律，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如果真的患上职业

病，则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依法解决问题，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职业病防治法》为劳动者撑起“防护伞”

关注职业健康，“防职业病于未然”

法律法规指导企业正确戴上职
业防护“安全帽”

“职业病，预防是关键。”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而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监督管理规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项

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

规章规定，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着职业病防治的主体

责任。

事实上，《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规章规

定对于用人单位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也做了明确

描述。除了落实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开

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外，《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要

求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的工作场所应当符

合职业卫生要求，包括要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适

应的设施；生产布局合理，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

开的原则等。

对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扩建

项目，用人单位应向安监部门申请职业卫生“三同

时”的备案、审核、审查和竣工验收，即确保建设项

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同时，用人单位还应主动开展职业病危害日常

监测、检测监督检查。并为劳动者配备职业病危害

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比如防护口罩、防毒面

具等。此外，用人单位也有责任做好职业病危害控

制，包括不参与生产、经营、进口和使用国家明令禁

止使用的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和材料；不将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危害

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等。

《职业病防治法》还规定，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

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如实告知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

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而在日常管理中，

除了不能放松对相关人员的职业卫生培训外，更要

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监护，建立职业病诊断与

报告制度。

在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用人单位应及时向

安监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减

少或者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止事故扩大。对遭

受或可能遭受危害的劳动者，应及时组织救治，进

行应急职业健康检查，并承担所需费用。

虽然法律已明文规定，但依然有不少用人单位

防治主体意识淡薄，对职业病危害所产生的严重后

果认识不足，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小作坊。对于未遵

守相关法律规定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的企业，面临

的将是严厉的处罚。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相关规定，企业未进行职

业病危害申报的，将被处以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罚

款；未做好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的，将视具体

情况处以五万至二十万不等的罚款；包括作业场所

职业卫生条件不合格、未做好职业危害防护和劳动

防护、未告知职业危害、不按规定进行职业卫生培

训等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的，会被处以五万至三十

万不等的罚款；而用人单位如果未按照规定报告职

业病、疑似职业病的，也将被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当前我国法律对企业不落实职业病防治的处

罚比较严厉，最高处罚金额可达 50 万元，并会要求

企业停业整顿，甚至严重的会予以关闭。”市安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市安监局在组织发生职业

病例用人单位专项检查中，发现两家企业未按规定

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职业病例，依

法对企业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的决定。

“两名员工分别从事抛光及电焊工作，工作环境

中经常接触粉尘，后经诊断认定为电焊工尘肺及矽

肺。”市安监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家企业收

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后，并没有按规定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职业病例，安监部门认为企业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

除此之外，安监部门在日常的监管中还发现不

少企业并不注重岗前体检。“不开展岗前体检十分不

利于企业职业病防护工作的开展，并且极易带来一

系列责任不明的纠纷。”市安监局工作人员说。

2012年，我市就曾发生一起砂轮抛光工人患尘

肺病而向当时所在企业索要工伤赔偿款的事件。虽

然当时这家企业怀疑工人进厂前就已患病，但因为

没有按法律规定对员工进行入职前体检，提供不出

相应的证据，赔偿已不可避免。

“对于企业来说，岗前体检能避免劳动者职业病

发时责任分辨不清的现象产生，而对于劳动者来说，

岗前体检不仅能帮助自己及时发现是否在过去工作

中就已受职业病危害，还能由此通过职业病追溯机

制帮助维权。”市安监局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我市已

查处两家未按要求进行岗前体检的企业。

职业病防治不到位 单位最高被罚50万

劳动者应加强自我保护，远离职业病

本周是一年一度的《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定为“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
近年来，随着职业病危害逐渐成为威胁劳动者健康和生命的头号敌人，职业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社会
越来越关注的焦点。而在我市，由于五金机械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尘肺、噪音性耳聋、职业中毒等
职业病也日渐成为部分劳动者的“健康杀手”。面对“可防不可治”的职业病，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要
求，政府有严格的监管体系，更重要的是，企业和劳动者都应履行好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金华市安监局领导金华市安监局领导检查检查我市我市

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

市安监局工作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市安监局工作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向劳动者向劳动者

宣传职业病防治宣传职业病防治，，指导如何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指导如何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企业相关人员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市安监局组织的参加市安监局组织的职业职业

卫生知识培训卫生知识培训。。

□记者 翁俏 通讯员 应猛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