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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编 者 按

■相关链接■ 什么是职业病？

1 现象

4月25日—5月1日是我国第20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主题是：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为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包括新业态

劳动者和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不断提升劳动者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本报记者

就职业病防治、认定、维权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医学和法律专家。

4月 21日下午，渭南市合阳县司机王力开着 13米长
的重型牵引车，拉着总重 33吨的煤炭，从陕西出发，前往
广东广州。近两年，广东和福建是他常跑的路线，原因是

“跑长途不需要频繁装卸货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跑一
趟，一周时间就过去了。”但这也导致他每天的驾驶时间
加长，从业多年潜藏的健康问题逐渐凸显。

近九成货车司机“带职业病开车”

“颈椎病、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干我们这
行的一般都有这些身体疾病，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货车
司机范军鹏说，他的颈椎病最近四五年开始加重。

“开始只是脖子僵硬，没太在意，这两年症状明显，严
重时头晕目眩。”范军鹏说：“上个月去西安送货时，车刚
行驶到一段下坡路，大脑开始失去意识，我赶紧把车停在
路边，用手背敲了会儿后脑勺，过了好久才缓过来。”

据统计，全省 24万货车司机中，89.2%的货车司机因
为开车患有胃病、颈椎病、高血压等职业病，仅有10.7%的
货车司机没有出现上述健康问题，货车司机健康问题应
该引起关注。

另外，一半以上的货车司机未参加体检，44%的货车
司机进行自费体检，仅有 2.7%的货车司机参加所在单位
组织的员工体检。“不到身体出现大问题了，卡车司机很
少去体检，一方面是工作忙，每月好不容易回家两天，就
想好好休息，另一方面是不想花那个‘冤枉钱’。”范军鹏
说。

超长工作时间让货车司机身心俱疲

作为货运行业的一线主力军，货车司机是产业链、供
应链末端最关键的一环，承载着经济建设和民生物资的
转运保障工作。货车司机的劳动过程为“两点一线”，起
点是发货地，终点是收货地，往往在固定的路线上往复。
不同于城市中的上班族，卡车司机的“两点一线”耗费时
间更长，耗费精力也更多。货车司机一跑长途往往是十
几个小时，这期间体内代谢物堆积、血液循环变差，随即

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职业病。
从 25岁开始开卡车，王力在这个行业已经干了 27年，车胎印记遍

及新疆、宁夏等地。与很多“卡友”一样，靠着跑长途运输，王力养活了
一家老小。“三餐不能按时吃，有时候还会暴饮暴食，容易犯胃病。”此
外，买卡车的贷款、房贷也是压在他身上不轻的担子。“全靠开卡车支撑
着，不敢出什么问题，出了问题也得扛着。”王力说。

货车司机社会保障力度不够，也是其抗风险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之
一。《榆林市道路运输行业及货车司机群体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个人保
险方面，该市大多数货车司机未能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仅缴纳新农合
或无任何保险的占44.36％，交通意外险占21.21％、养老保险占22.47％；
普遍面临很大的职业风险，发生伤害时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因伤致残、致
贫现象突出。在我省其他地市，货车司机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

多方发力守护货车司机健康

道路货运行业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性服
务行业。货车司机的出行安全，不仅是家人的牵挂，也关乎社会民生。

保障货车司机权益，“娘家人”一直在路上。去年年底，全国总工会
等 16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条件。今年4月，省总工会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
知，在五年内建设100个省级“司机之家”，保障货车司机在途休息，有效
预防疲劳驾驶、危险驾驶等行为。省交通运输工会从 2018年开始有序
推进货车司机建会入会，并根据货车司机职业病定制体检卡。西安、渭
南、榆林等地市相继成立物流货运工会联合会，关爱货车司机身心健
康。合阳县等地探索成立“卡友之家”，改善货车司机从业环境，让他们
有获得感、幸福感。

“我们将继续推进货车司机群体可以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的出
台。”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马海腾说，此外还将推动货车司
机职业体检纳入从业资格要求，将货车司机职业体检纳入工会保障项
目，加强货车司机职业病防治。

省交通运输工会主席陈波表示，今后将持续为货车司机提供卫生
常识、心理健康咨询以及定期体检等健康保障服务，预防职业病，疏导
心理压力。 □本报记者 郝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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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规定职业病包括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
吸系统疾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等十大类 132种。4月 22
日，对于劳动者如何认定职业病、如何索偿、如何进一步维权等相关问
题，记者专访了中国法学会会员、陕西省十佳普法律师、省总工会公益
律师兰军伟。

职业病实行两级鉴定制,省级为最终鉴定

“选择职业病诊断机构一般为三种：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
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兰军伟建议，劳动者可以根据各地职业病诊断
机构的设置情况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劳动者或用人单位提出诊断申请后，需提供相关资料，包括劳动者
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所在的
用人单位提供其掌握的诊断资料，用人单位未在接到通知后十日内如
实提供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可依法提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督促用
人单位提供。

在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
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
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职业病诊断机构经调查取证后，对劳动者作出诊断并出具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劳动者可据其依法享受职业
病待遇。”兰军伟说。

如果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结论有异议，可
以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如果
还是不服，可继续向原鉴定组织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
定。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劳动者得了职业病，可主张工伤和民事赔偿

“普通的工伤损害可通过工伤保
险获得一定补偿，但对于职业病工伤
劳动者，单纯适用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可能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的损害。”兰
军伟说，从保护受害劳动者的立场出
发，劳动者在因职业病工伤获得工伤
保险赔偿以后，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
民事赔偿，通过申请残疾赔偿金和精
神抚慰金等弥补劳动者的损失。

“如果劳动者职业病接触史涉及
多个单位，也有权向最后的接触源主
张权利，不必考虑其因果力大小。”兰
军伟直言，职业病诊断机构在诊断过
程中，关注的是患者在工作中是否接
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只要存在患病后
果且工作中存在职业病的危害因素，

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二者不存在必然联系，推定该因素就是造成职业病的危害因素，
该用人单位就应当承担责任。

“职业病具有隐匿性、迟发性等特点，其危害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兰军伟
认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对
于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当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
或鉴定为职业病的，可以自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其职业病
待遇由原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单位负责。

赔偿难以到位，可通过四种途径维权

职工患上职业病后身体会受到损伤，如果各种赔偿待遇难以到位，兰军伟建议，可
以通过以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存在明显违法行为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职工可以到当地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投诉，要求责令用人单位及时纠正，并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到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
不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到劳动保障部门投诉或申请工伤认定、职业病诊断和要求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等，
如果劳动保障部门有关机构拖延不办，或者对其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纠纷自己无法处理，或者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律师费用，可以
到当地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寻求法律援助。

□本报记者 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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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的时候一直咳嗽、咳痰气短，食欲不佳，被
诊断为煤工尘肺一期，经过两个周期的治疗，6分钟
步行试验由原来的 350 米增加到了 420 米，呼吸困
难症状明显改善。”4月 23日，在陕西省职业病防治
院进行康复治疗的孙长有边走边说着他患尘肺病
后的治疗效果。

“我省职业病患者中，90%以上是尘肺病。尘肺病
可防可控，通过中西医治疗能使患者达到正常生活的
目的。”陕西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刘峰介绍，为更好地
防治尘肺病，让更多职工恢复健康，自2020年开始，全
国共建立了640所尘肺病康复站，其中陕西35所。经
过培训实践，共有 400余名专业的尘肺病康复医护人
员为我省患者提供服务。

劳动者要树立职业卫生安全理念

“职业病预防遵循三级预防原则。”陕西省职业病
防治院院长刘峰说，一级预防是从根本上杜绝或最大
可能减少职业性危害因素的接触，也就是危害企业的
源头治理，做好改进工艺、原材料和设备、防尘防毒防
噪工程防护。二级预防是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实现早
发现、早预警、早脱离危害岗位，防止进一步发展。第
三级预防则是对已经发展成早期职业病的患者，进行
综合康复治疗，预防并发症，提高生命质量。

“在我们日常职业活动中，作为个体劳动者，一定
要树立职业卫生安全理念。”刘峰建议劳动者主动参
与岗前职业培训，熟知职业卫生警示标识，遵守职业
安全卫生规程，主动使用维护防护用品，培养良好的
操作习惯。同时，积极接受职业健康检查，配合用人
单位做好有效预防措施。

职业病防治需精准施策

“对于不同职业危害因素导致的职业病，我们在预防措施上要更
有针对性、更加精准，才能达到有效预防的目的。”刘峰说，尘肺病的
预防关键在于最大限度防止有害粉尘的吸入。

刘峰建议相关企业改善工作环境，施工时采取湿法作业控制尘
源、防尘降尘，并履行企业职业防护职责，做好卫生保健措施和接触
粉尘职工的健康监护。包括上岗前体检、岗中定期健康检查和离岗
时体检，对于接触粉尘工龄时间较长的工人，还要按规定做离岗后随
访检查。

个人防护方面要科学佩戴防尘护具，如防尘安全帽、防尘口罩、
送风头盔等。同时，注意个人卫生，勤换工作服，勤洗澡，勤通风等。

“平时也要加强身体锻炼，营养膳食，提高抗病能力。”刘峰说。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颈肩腰椎病等骨骼肌肉疾患是各行各业大

部分职工的常见病，对于相关病症，《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
2025年）》已将职业性骨骼肌肉疾患纳入了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及研究
与预防干预范畴。

“重点是保持正确的姿势。”刘峰建议，患有颈肩腰椎病的人员应
避免固定一种姿势完成重复性操作，并减少重复性动作的持续时间，
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最好每 30-60分钟起身做一定颈肩伸展活
动。”同时，应加强个体防护，做好日常肌肉骨骼保护和保健操锻炼。

当有颈部劳损或急性肌肉骨骼损伤时，应尽早到中医康复机构
进行康复，尽量避免急性损伤转变为慢性损伤，或发生颈椎并发症。

“必要时调整工作岗位，避免或减轻作业危险因素对肌肉骨骼系统的
进一步损伤。”刘峰补充道。

劳动者应早检查早预防

当劳动者怀疑自己患有职业病时该怎么办？刘峰给出了建议。
通过职业健康检查，如果存在职业健康禁忌，应尽早调整工作岗

位，脱离危害因素环境场所。
“尘肺病目前为止还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只要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共同贯彻《职业病防治法》，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提高防护意识，是
完全可以预防的。”刘峰说，针对患有尘肺病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
病的劳动者，康复站提供了 28项免费的康复技术服务。2021年，全
省共有1166名尘肺病患者接受了7150次康复治疗，满意率达93%。

□本报记者 赵院刚

2 防治

让
职
业
病
患
者
恢
复
健
康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
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
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从广义的职业病范畴而言，有一些常见病，以体重超
标、脂肪肝、痔疮、颈椎病为甚，但这些常见病和法律意义上
的职业病不同，只有纳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职业病才
能按法定职业病规定的程序进行诊断、鉴定、赔偿。

根据2013年12月30日修订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其
包括十大类132种职业病，分别是：

1.尘肺 有硅肺、煤工尘肺等。
2.职业性放射病 有外照射急性放射病外、照射亚急性

放射病、外照射慢性放射病、内照射放射病等。
3.职业中毒 有铅及其化合物中毒、汞及其化合物中

毒等。
4.物理因素职业病 有中暑、减压病等。
5.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 有炭疽、森林脑炎等。
6.职业性皮肤病 有接触性皮炎、光敏性皮炎等。
7.职业性眼病 有化学性眼部烧伤、电光性眼炎等。
8.职业性耳鼻喉疾病 有噪声聋、铬鼻病等。
9.职业性肿瘤 有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癌，联苯胺所致

膀胱癌等。
10.其他职业病 有职业性哮喘、金属烟热等。↑我国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广泛，从传统工业到新兴

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