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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福地 才聚镇江

市人社部门
走访服务
重点企业

本报讯（翁倩 古瑾）针对市
政协“聚共识助发展”远程协商座
谈会上委员反映问题，近日，市人
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市就业
管理中心与镇江新区、镇江高新
区、丹阳联动，三支人才服务先锋
队分别走访了江苏奥雷光电有限
公司、芯视达科技（江苏）有限公
司、江苏融锦集团三家企业，主动
上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是由
留美博士团队创立的高科技企
业，研发人才需求大，希望通过政
府搭台，更好加强与各类高等院
校合作。企业介绍，因疫情影响，
目前招聘以网络招聘为主，一线
工人招用面临困难，压力很大，希
望加大与技工类院校的合作，从
而获得稳定的技能人才输入。市
人社部门指导企业将线下招聘和
线上招聘直播等各类招聘结合起
来，完善企业用工动态监测信息
填报，在解决现有用工缺口基础
上，帮助企业开展跨省劳务协作，
拓展用工渠道，更好服务企业。

芯视达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是镇江高新区半导体及通信产业
园的代表性企业。企业介绍，产
业链受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其他城
市的疫情因素影响较大，人才流
失，带来当前人才引培压力很
大。市人社部门提出由镇江高新
区牵头园区内同质类企业，将人
才资源进行整合，在政策引才、产
业用才、服务留才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让人才来得了、留得下，把
园区打造成为产业先进、人才聚
集的高端园区。

在江苏融锦集团，针对企业
反映招聘一线酒店服务员和高端
环保技术研发工程师难等困难，
以及希望稳岗补贴政策明年能够
继续施行等建议，市人社部门在
宣传各类人才优惠和企业纾困政
策的基础上，指导企业通过线上
进行人才需求填报，引导企业通
过与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
作，做好相关人员的招聘工作。

据了解，市人社部门将持续
开展“相约福地 才聚镇江”人才
招引服务品牌创建工作，人才服
务先锋队联系百校服务千企，紧
贴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走访服务
企业。通过政策宣讲惠才、校企
对接引才、市场配置猎才、实习见
习储才、柔性借智用才、大赛比武
选才等举措，加大青年人才招引
力度，集聚更多人才来镇发展，为

“四群八链”重点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 古瑾

最近持续高温天气，让
人直呼吃不消，职工中暑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

大家都知道，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例如表皮
破损、腿脚骨折等情形的，会
被认定为工伤。那么，工作
时中暑，也能被认定为工伤
吗？

职业性中暑
属于国家法定职业病

我国出台的《职业病分
类和目录》中标明，因物理因
素所致的职业病就包括了

“中暑”这一情形。也就是
说，中暑也是一种职业病。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19 条也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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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热的夏季是中暑的高
发季节，那么人体为什么会
中暑？前不久，镇江市疾控
中心发布了一条微信公众
号，专门普及了关于职业性
中暑有关问题。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人
体的产热与散热保持着动态
平衡，使体温处于相对稳定
的水平。高温环境中，当机
体产热、获热明显大于散热
的情况持续存在，会使蓄热
量不断增加，一旦超出人体
的自身调节能力，就会因为
热平衡紊乱和水盐代谢失调
引起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
管系统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
的中暑性疾病。

对于热环境，在专业层
面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总体
原则是以气温的增高幅度、
热辐射的强度以及对人体的
作用特点来划分。根据工作

场所气象条件的特点，一般
将高温作业分为三种类型：
高 温 强 辐 射 作 业（干 热 环
境）、高温高湿作业（湿热环
境）和夏季露天作业（复合热
环境）。

可见，虽然中暑是夏季
容易遇到的疾病，但能被认
定为工伤的情形，必须是“职
业性”的——因高温作业或
者高温天气作业。在《职业
性中暑诊断标准》中规定，诊
断职业性中暑，必须根据高
温作业人员的职业史（主要
指工作时的气象条件）及体
温升高、肌痉挛或晕厥等主
要临床表现，排除其他类似
的疾病，才可诊断为职业性
中暑。

职业性中暑属于国家法
定职业病，发生职业性中暑
需首先进行工伤认定。治疗
病情稳定后，如遗留有影响
劳动能力的后遗症，应当再
次申请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企业是防暑降温的
责任主体

毋庸置疑，企业是防暑
降温的责任主体，是有具体
的、明确的责任条款和执行

标准的。法律法规规定的防
暑降温义务，企业必须强制
执行，而不是可选择执行。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对高温作业早已有详细
明确的限定。例如，日最高
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
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
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
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
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
气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
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那么，企业的防暑降温
义务具体包括哪些？

1. 建立健全企业防暑降
温制度。此类制度，常见于
国企或央企的管理制度中。

2. 发放劳保用品。例如
风油精、花露水、毛巾，提供
冷饮、水果等。

3. 定期安排身体健康检
查。对于身体存在不适宜高
温作业疾病的员工，应安排
错时换班、轮休换班或暂行
调岗，避免其在高温天气下
劳动。

4.除露天作业外，企业应
保障工作区域通风和隔热。
同时，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
降低工作区域的温度，例如
安装空调、风扇，添置冰块
等。

5. 调整高温天气下的日
工时安排。

6. 对 特 殊 群 体 特 殊 保
护。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
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
高温作业环境的员工，应当
调整作业岗位。除此之外，
企业还不得安排怀孕女员工
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
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
业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作
场所作业。

7. 不得因此扣减或降低
员工工资。即便高温天气下
员工的有效工作时间减少，
但企业不得因此为由扣减或
降低员工的工资。

8. 开展防暑降温的职业
培训，宣传防暑降温的专业
知识。

9. 为处于高温环境作业
的员工提供防暑降温的饮

料、药品和配备处于非高温
状态的休息区域和场所。

10. 员工出现中暑症状
后，应及时采取降温措施，使
用降温药品，寻求医疗救助，
及时申报工伤。

职业性中暑重在预防

“中暑性疾病是在高温
条件下，因热的作用而发生
的一种急性疾病，也叫做急
性热致疾病，在诊断层面包
括了热射病、热痉挛和热衰
竭。”疾控专家表示，职业性
中暑重在预防，由于中暑是
机体内产热、获热明显大于
散热过程不断累积的结果，
在发生严重中暑前，患者多
会经历中暑先兆的过程，此
时脱离高温环境症状有可能
逐渐缓解。因此，高温作业
人员保持对中暑发病的认知
和警醒至关重要，在中暑先
兆环节及时就医，能够有效
防止中暑的进一步发展，挽
救患者生命。

一方面，用人单位需要
不断改善生产环境，在生产
现场采取隔热、降温措施，合
理安排作业时间；另一方面，
劳动者也需加强个体防护。

市人社部门也提醒夏天
露天作业和接触高温热源的
劳动者，一旦中暑，一定要及
时就医，不要撑到下班后再
就医或吃点解暑药了事，因
为在岗位上前往就医，有利
于工伤举证。如果在上下班
途中出现中暑，认定工伤具
有一定难度。此外，职业性
中暑必须由承担职业病诊断
的医疗卫生机构诊断，在被
诊断为职业性中暑后，要在
规定时间内到人社部门申请
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
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个人均可
提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
定的，应自劳动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的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
劳动者本人提出的，应在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起 1 年内提
出。

职业性中暑，也可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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