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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位逝去的农民工兄弟为了一位逝去的农民工兄弟
——一场热射病工伤认定背后的故事

5月 15日下午，一笔 75.6万元的
工伤保险理赔款打入了周蓉（化名）的
账户。她盯着提示短信看了又看，手
有些发抖。5年多来，这个坚强的女人
已经很少流泪。这一次，面对历尽艰
辛获得的理赔，泪水奔涌而出。

2018 年 7 月，她的丈夫罗义（化
名）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一建筑工
地打工，一天收工时突然晕倒，送医 6
天后死亡，医院病历和司法鉴定均显
示死因为热射病。

2013年，《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将
中暑列入职业病范畴，热射病则是最
严重的中暑类型。《工伤保险条例》明
确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但实践中，将职业性中暑认定为
工伤的却极少。这一次，罗义的工伤
认定也卡在了纷繁复杂的规定上。

5年多来，从家人到律师，从检察
机关到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从法
院到相关职能部门，为了一位逝去的
农民工兄弟，各方坚持不懈共同发力、
能动履职，最终跑赢了这场工伤认定
的“马拉松”。

“比登天还难”

2018年7月19日，绵阳安州区，天
气持续闷热。

城中心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支模
工罗义忙碌到傍晚 7点才收工。干活
的地方位于地面下的基坑中，头顶太阳
直晒，四周没有通风。就在收拾工具准
备离开时，他突然倒地，失去了意识。

值班的工友立即将他送到安州区
人民医院，立即进了重症监护室。

热射病——写在入院记录上的 3
个字，妻子周蓉虽然认识却不懂什么
意思。医生解释说就是中暑。这突破
了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的认知。“怎么
中暑能中成这样？”

医院竭尽全力抢救，病情却不断
恶化。7月25日，罗义走了，一家人的
天塌了。

女儿罗曦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
个事实。在她 16岁之前，父母一直在
家务农。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
绵阳是重灾区，因为有能干的爸爸，家
里的房子很快建了起来。“那个时候就
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

后来，爸爸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
活就去哪，但每年家人都会一起过年。
2018年 7月，爸爸终于回老家了，罗曦
开心了好久。他这一走，全家失去了依
靠，妈妈也没了生活来源。

罗义出事的头一天，公司刚为他
办理了工伤保险。理赔款是周蓉未来
生活的希望。但理赔手续对这位农村
妇女来说太过复杂，在外闯荡过的女
儿决定求助律师。

四川升博律师事务所主任程蟒第
一次接待罗曦时，并不认为这是一件

多么复杂的案子。在他多年的执业经
历中，代理过多起工伤理赔案件。虽
然是第一次接触职业性中暑，但他深
信只要依法依规提交所有的材料，剩
下的就是走程序，“无非就是多跑几个
地方，把每个环节做到位。”他回忆说。

2018 年 8 月 2 日，根据程蟒的建
议，周蓉向四川民生司法鉴定所申请
司法鉴定。20多天后出具的《司法鉴
定意见书》认定罗义“符合中暑后突然
晕倒，头部着地，致脑挫裂伤出血梗
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
功能障碍死亡”。

获得工伤理赔的前提是得到人力
和社会资源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
2018年10月29日，在整理齐所有资料
后，周蓉向绵阳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程蟒
意识到“一开始把事情想简单了”。

2018年 11月 9日，绵阳人社局书
面通知要求补交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均规
定：“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
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
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程蟒带着几位律师，跑遍了绵阳
市的各家医院，发现全市竟没有一家
拥有职业性中暑诊断资质的机构。几
经打听，他们发现全省仅有四川大学
华西第四医院和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有此资质。

但罗义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
地均为绵阳市，他所属的用人单位所
在地和注册地也均为绵阳市，由此一
来，他的职业病诊断走进了死胡同。

为此，程蟒跑了好几趟成都，律所
的几位年轻律师也多次以自己的名义
去挂华西第四医院的专家号，只为能
面对面沟通。

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出具职业病诊断，须由用人单位
提供证明用工关系、劳动者职业史、职
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

兴冲冲回到绵阳，用人单位却拒
绝配合。“公司有顾虑，一旦被认定为
工伤，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程蟒说。

3个月后，由于缺乏职业病诊断证
明，绵阳市人社局作出决定，认为罗义
不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真比登天还难。”罗曦和母亲
一筹莫展。

“如我在诉”

2019年 5月 10日，周蓉因不服绵
阳市人社局作出的决定，向绵阳市涪
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依据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罗
义因中暑晕倒后头部着地致脑挫裂伤
出血梗死，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判决绵阳
市人社局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

之后，绵阳市人社局向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
为，罗义虽因突发热射病倒地，经医院
抢救死亡，但由于抢救时间远超过 48
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规定。法院
还认为，司法鉴定只能证明罗义的死
因，并不能证明其患的是职业病。最
终，绵阳中院撤销了一审判决。

周蓉不服。2019年 11月，她向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
9月1日，再审申请被驳回。

此时，距罗义死亡已经过去两年
多，案件回到原点。

“太难了。”周蓉一次次告诉女儿
不想再折腾下去了。但倔强的罗曦一
直坚持要为爸爸讨回公道。

2021年 2月 24日，周蓉向绵阳市
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承办人吴阳阅卷后失眠了好几
天。“对于当事人来说，所有的路都堵
死了，他们根本没有获得诊断的机
会。这不是他们的错。”他说。

“其实案情并不复杂，法律事实和
法律关系很清楚。客观地说，绵阳市
人社局和绵阳中院严格适用法律，没
有错。但是这样的结果对于老百姓来
说，不是能被感知的正义。”吴阳说，

“这虽然看似一件小案，但对当事人来
说却是天大的事，我们必须以‘如我在
诉’的态度认真办理。”

综合分析，吴阳发现，此案的关键
在于缺少职业病诊断证明。“不管最终
结果如何，我们希望给家属一个获得
诊断的机会。”

他挂了华西第四医院的专家号。
说明来意后，他与专家伏代刚在诊室
里谈了很久。检察官的诚恳和“司法
为民”的理念打动了医生，他没有拒绝
吴阳的请求。但又一次，需要“用人单
位提交相关资料”的规定横亘在医生
和检察官面前。

参与诊断的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
院职业病科副主任彭莉君回忆道，职
业病诊断涉及多项法律法规和程序，
在没有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资料的情
况下，作出诊断有风险。为此绵阳市
人民检察院出具了详细说明，并将案
卷中能够证明用工关系、劳动者职业
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内容逐一
附上。诊断前后历时几个月，科室集
体审慎讨论多次。2022年 4月 28日，
3位医生共同为罗义出具了《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

取得这一关键进展后，2022年 10
月，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向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未获
法院同意。

但家属和检察官都不愿放弃。
2023年2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绵阳市人民
检察院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起初，我们还有担心，但这一路
走来我发现自己是多虑了。”程蟒说。

150多公里外的成都，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二级大检察
官王麟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依法
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激活“睡眠条款”

四川省卫健部门数据统计，近 10
年来，四川省职业性中暑的诊断有 88
例，其中 2023年 40例，呈逐年增长的
态势。但相对四川庞大的户外劳动者
规模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乎其微。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职业性中暑工伤
认定争议的司法案例也尚属首例。

有专家指出，当前用人单位、劳动
者和相关部门对职业性中暑认识普遍
不足。日常工作中，当劳动者出现中
暑的迹象，更多选择休息或者乘凉，并
不认为是一种“病”；同时，职业性中暑
的工伤认定还要面对诸多“关卡”，这
导致相关法律规定沦为“睡眠条款”。

案件抗诉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后，法检双方在开庭前交换了意见，但
争议颇大。

新取得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是
新证据还是新事实？如果是新证据，
法院理应再审并作出判决。如果是新
事实，就应当重新提起诉讼。法院对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是新证据的主张
并不完全认可。如果重新提起诉讼，
当事人又将面临一场诉累。

“我们认为这些争议本质上是司
法技术上的争议，但法检双方对案件

本身的价值判断是统一的。死者家属
最初不能提交职业病诊断证明是客观
原因造成的，不应该让当事人承担不
利后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一庭庭长赵爱民说。

基于这项共识，2024年3月29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会同四川省
人民检察院制发司法（检察）建议书，
建议绵阳市人社局结合申请材料和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对罗义的工伤
以及享受保险待遇进行认定，实质化
解行政争议。

2024年4月2日，案件在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开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王树江、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王麟同庭履职。

法庭辩论阶段，绵阳市人社局代
理人提出质疑——华西第四医院的 3
名医生在罗义去世 4年之后作出职业
病诊断证明，是否合法有效？

对此，出庭的彭莉君医生表示，绵
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临床诊断资料、
四川民生司法鉴定所尸体检验和病理
检验资料，都是对罗义当时身体状况、
发病情况以及死亡原因的客观反映，
不因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因此，在
罗义死亡近 4年后，根据这些客观存
在的相关资料，仍然具备对罗义进行
职业病诊断的条件。

庭审中，绵阳市人社局表示已实
质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周蓉当庭表示
愿意撤回再审请求。法院作出“准许
其撤回再审请求，本案终结再审程序”
的终审裁决。

自此，一个历经近 6年的工伤认
定争议画上句号。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罗曦长舒了一口气。

为了千万个劳动者

一场工伤认定的“马拉松”落下帷
幕。犹如一粒石子荡开层层水花，案
件引起了所涉行政部门以及法学理论
界、实务界的大讨论。

专家们指出，案件最终得以实质
性化解，体现了司法机关以人民为中
心、能动司法的理念，但也暴露出工伤
认定方面的缺憾。“案件历经一审、二
审、抗诉、再审等环节，最终给死者家
属带来了正义的曙光，是司法为民、检
护民生的生动体现，但其历时之长、过
程之艰、维权之难折射出劳动者的职
业安全保障仍面临重重困难。”四川大
学法学院教授王蓓说。

“办理这起案件，不仅是为了一
位逝去的农民工兄弟，更是为了千千
万万的劳动者，我们希望能借此案办
理推动相关领域的社会治理。”四川
省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吴华
斌表示。

庭审当天，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王林旁听案件后感慨良多。他呼
吁，切实落实户外工作者的“清凉权
益”，畅通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流程，
将职业性中暑鉴定纳入医疗机构鉴定
范围，及时充实和完善诊断机构目录，
避免出现“诊断无门”的情况。

四川省人社厅副厅长熊义堋表
示，经历此案后，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对
用人单位的工伤预防宣传培训，强化
部门间合作与信息共享。同时在工伤
认定等工作方面，进一步加强与法院、
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避
免来回“翻烧饼”，切实减少职工和用
人单位的诉累。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职
业健康处处长赖磊表示，下一步将加
强成都、绵阳等地的市级职业病诊断
能力建设。

案件也引发行政和司法理念的
思考。

“面对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之间
的鸿沟，如何根据立法本意、时代背景
和个案情形灵活适用法律规范，是司
法机关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背景下面临的重大考验。”王
蓓说。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袁彩
君说，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公正，但感
受公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不是行政
机关和司法机关自己。当司法人员、
行政人员手握自由裁量权，面对“管不
管”“宽或严”的选择时，需要秉持良
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出
恰当选择，才能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
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最近，周蓉家的枇杷熟了。家里
贴上了“囍”字，那是去年年底罗曦出
嫁时贴上的。母女俩这些日子心里轻
松了不少，罗曦准备尽快要个宝宝。她
常去爸爸的墓前清理杂草，就在昨晚，
又梦见了他。梦里一家人在一个风和
日丽的地方旅游，爸爸从来没有离开
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吴光于

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有了新突
破——据4月18日《工人日报》报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
了一起关于“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
的行政确认案件。案件中，一名建
筑工人在作业状态下突发热射病晕
倒并于数日后死亡，家属奔波近 6
年未获工伤认定。在各方的努力
下，案件中的行政纠纷得到实质性
化解。该案也是四川省首个将“职
业性中暑”（热射病）认定为工伤的
司法案例。

职业性中暑的工伤认定是一个
老难题，一些罹患职业性中暑的职工
因为无法通过工伤认定程序获得工
伤认定，自身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工伤保险条例的
有关规定也成了“睡眠条
款”。有些职工走上漫长
的维权之路，各界有关“激
活”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
程序、别让劳动者伤身又
伤心的呼声不断。该案的
处理程序和结果，对破解
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难具
有一定启示意义。

职业性中暑又称热射
病，是职业病分类目录中有
关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的
一种。不同于粉尘、化学性
中毒导致的职业病，职业性
中暑一直存在工伤认定难、
享受待遇难、处理程序不通
畅等问题。比如，职业病中
暑往往是中暑引发其他合
并症，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
死亡等极端性伤害，而一旦
发生死亡等极端情况，往往
会因为用人单位不愿提供
劳动者发病时的工作情况、
劳动者无法提供职业病诊
断书等原因，出现无法认定为工伤或
者不予认定为工伤等问题，因而鲜有
患病劳动者能够顺利通过工伤认定
进而享受职业病待遇。

破解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难，激
活工伤保险条例中的“睡眠条款”，各
方一直在苦苦探索。本案的处理程
序和处理结果为劳动者、职业病认定
机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以及司法机
构在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该案给相关劳动者维权提供了
有益的指导。针对职业性中暑工伤
认定中劳动者往往无法提供相关材
料或材料不完全的问题，此案提示劳
动者及其家属，在有可能导致中暑的
劳动环境下工作或者罹患职业性中

暑后，一定要保留工作情况的材料、
要求医疗机构出具载有明确病因的
诊断书、及时申请职业病诊断，这些
是获得工伤认定的前提。

该案给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机
构提供了有价值的引导。针对职业
性中暑工伤认定存在“过于严苛”的
现象，此案提示工伤认定机构，在进
行职业病中暑工伤认定时，要充分利
用大数据收集相关材料，联动劳动监
察机构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必要材料，
减轻劳动者的负担；此案也提醒职业
病鉴定机构，要总结和优化职业性中
暑鉴定程序，按照“事实重于程序”的
原则进行职业病鉴定，而不是机械性

地处处以“规定”为借口、
以“程序必备”为条件，从
而有效降低劳动者维权的
难度。

此案也给司法机关提
供了实质性化解纠纷的新
思路。针对越来越多的工
伤认定案件被推向司法程
序的情形，此案提示审判
机关，在审理职业性中暑
工伤认定时，要重点推断
和合理区分劳动者的病因
与伤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通过调解等多种方法强化
实质性化解纠纷，通过司
法建议书等方式提示相关
部门优化职业性中暑工伤
认定程序。同时，此案也
提示检察机关，要通过法
律监督，督促相关机构优
化工作程序，要主动参与
化解纠纷，重视问题的实
质性解决。

此案也给完善相关立
法提供了新的参考样本。
职业性中暑工伤认定出现

的纠纷，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规定不明
确、操作程序不具体有关。近年来，
有关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不断
上升，通过审理相关案件，在实质性
化解纠纷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可
以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实践支撑。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近
年来，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不时出
现，职业性中暑患者逐年增多，其中
露天作业的体力劳动者是高发人
群。给劳动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
环境，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急迫而必要。期待相关部门借鉴该
案的处理要义，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
宗旨，探索出更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新思
路、新途径。 □郭振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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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临

警惕

高温杀手杀手“热射病热射病””
热射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

与普通中暑有什么区别？夏季来
临，遇到身体过热的情况时，我们应
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今天，我
们邀请武汉同济医院急诊科主任严
丽教授做相关介绍。

问：热射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它跟普通中暑有什么区别？

答：热射病是中暑的一种，中暑
在医学上的定义是在无风高湿高温
的天气下，患者出现了体温调节中枢
的障碍、水盐失衡，包括汗腺功能衰
竭等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中暑，分
为先兆中暑、轻症的中暑、重症的中
暑。重症的中暑一般有三个类型，即
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射病是
重症中暑里面的最后一个类型，它主
要特点是死亡率高。

热射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高热
加意识障碍。高热一般是指超高热，
就是体温计一放下去，水银就冲出
去。热射病的核心是热变性，它对全
身的脏器无差别的打击，你能想象到
的任何一个脏器都可以受到影响。
神经障碍是第一步，颅脑神经的损伤
是最先出现的，常见的并发症还有严
重的肝衰、消化道出血、急性肾功能
损伤等。

热射病又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
非劳力型热射病。劳力型热射病多
半都是青壮年在户外活动、运动、工
作过程中发生的，而且来势很凶猛，
很快就会出现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还有一类非劳力型热射病，是因为
年老、体弱、妊娠或是居住的环境不
太好，使身体散热受到了很大的磨
损，这一部分病人治疗起来效果也
会比较差。

问：针对不同的人群，热射病应该
如何去预防？

答：首先老年朋友们，在酷暑天
气，不要因为省电钱不舍得开空调，曾

经有一个奶奶开了一天空调之后，把
门窗紧闭，认为这样冷气就可以停留3
天，然后就在家里中暑，送过来效果就
很差。还有一类就是特殊疾病的病
人，像甲亢、硬皮病、烧伤等，他们属于
中暑的高发人群。这类人群在温度特
别高的天气，就不要顶着大热天出去，
并且平时要备好药物。还有一类就是
那些不得不在高温天气去户外工作的
人群，例如警察、建筑工人等，轮岗要
勤一点，尽量要创造一个能够很快降
温的环境，工作避开正中午最高温的
天气，此外着装尽量选择棉制的、宽松
的，颜色要偏浅色，不要偏深色。

其实很多情况下普通中暑可以
早干预不让它发展成热射病。例如
已经出现口干、头晕、心慌等症状，甚
至有一点发躁的感觉，这种情况就要
马上去找一个阴凉透风的地方歇一
歇，或者拿个湿毛巾擦一擦，喝运动
饮料，补充一下水分。

问：热射病有哪些急救措施？
答：热射病的预后取决于第一现

场的救治能力，核心就在于最开始你
怎么去降温，病人的体温降下来了之
后，这部分病人的预后都会很好。有
一条不行，不能用退烧药，因为病人
发生中暑的时候，体温调节中枢已经
出障碍了，如果用退烧药，它是一定
要通过体温调节中枢再来调节的，所
以用退烧药是没用的。

普通人急救可以体表降温，例如
可以敷毛巾、吹风、用空调等。医生
还可采取体内降温，包括冰水换位、
灌肠，有必要的话，还有目标导向性
的降温，就是把血拉出来给它降温
了，再给它输回去；还有一种就是药
物降温，但是药物降温的话，就不能
用退热药了，而是用一些作用于中枢
神经系统的药。

□吴文华 赵梦琪
汤冬旸 李晓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