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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死人”不是戏言
劳动者要切实做好自身防护A

最近一段时期， 全国各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各
地甚至相继出现热射病死亡案例。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广东建设报舆情工作室共监测 “高温施工” 相关
信息 2684 条， 其中敏感舆情 116 条。

建设工地、 管道施工、 环卫绿化等户外高温度、
高湿度环境作业是易导致中暑、 热射病的作业方式，
如何保障高温天气下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益？
多方主体又该如何做好极端天气下的安全生产工作？

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 ， 今年 6
月以来 （截至 7 月 12 日）， 我国平均高
温日数 5.3 天， 较常年同期偏多 2.4 天 ，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同时， 近
日四川省出现极端高温干旱天气， 多地
气温持续在 40℃以上。

据广东建设报舆情工作室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我国因热射病致死的人数达
到 12 人， 而因热射病导致器官衰竭的人
数也接近 100 人。 所以， 在极端天气下，
“热死人” 绝不是一句戏言， 而防范这种
情况需要劳动者首先增强意识， 在主体
意识上加强防护。

据了解， 热射病， 即重症中暑 ， 是
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 是由于
暴露在大气温度大于 32℃ 、 湿度大于
60%和无风的环境中 ， 长时间工作或强
体力劳动， 又无充分防暑降温措施导致。
在高温高湿环境中， 身体调节功能会逐
渐失衡 ， 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
40℃， 伴有皮肤灼热、 意识障碍及多器
官功能障碍等。 据医生介绍， 热射病一
旦发生 ， 热射病病死率介于 20%～70%，
50 岁以上患者可高达 80%。

根据发病原因和易感人群的不同 ，
热射病可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非劳力型
热射病 （又称经典型热射病）。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是大民生领域 ，
涉及如房屋道路建设 、 燃气管网建设 、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 水域治理 、 环卫
保洁等暴露在户外高温高湿环境的作
业 ， 均属于极易导致劳力型热射病的
情况。

7 月， 西安一工地工人在高温下工
作近 9 个小时， 患上热射病， 在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除此案例外， 住建领域许
多建筑工人等职业都是家里的 “顶梁
柱”， 总想着 “多干一点、 多挣一点” 的
现象普遍。 但生命是第一要义， 住建领
域劳动者要切实提高极端天气作业安全
保障意识， 辛勤劳动也应以保障自身生
命安全为前提。

据医务人员介绍， 高温作业会导致
人体散热相对困难， 不留神可能出现头
晕、 口渴、 多汗、 四肢乏力疲倦、 注意
力不集中等中暑先兆， 如此时仍坚持工
作， 可能导致中暑， 故户外工作者应注
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7 月 20 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权益维
护有关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22〕219
号）， 要求各地人社部门重视高温天气劳
动权益维护工作。

同时，根据《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
护办法》《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
理办法〉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按时足额发
放高温津贴。 据了解，从 2021 年 6 月 1 日
起，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300 元，且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
充抵高温津贴。《通知》还要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 指导用人单位通过调整工作时间、
加大班次轮换、 减轻劳动强度等方式，最
大程度减少露天岗位工作劳动者高温时
段的户外工作时间。

而深圳市社保局明确，职工因热射病
等工伤进行治疗期间，视同正常劳动。 已
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医疗费用将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但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加
工伤保险，医疗费用应该由企业承担。 同
时， 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工资及相应补贴。
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因热射
病死亡或者热射病后 48 小时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

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职工工
资。

此外，佛山、清远等多个地市也相继
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
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高温
期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效防
范因高温天气诱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

在保障方面，全省各级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林业和园林局 、工会 、相关协
会、企业等单位，在 7-8 月期间纷纷开展
看望慰问高温作业一线职工 “送清凉”活
动，向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送去送上清
凉饮料、花露水、毛巾等防暑降温物资。相
关主管部门还开展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监
督检查，督促用人单位改善劳动条件和作
业环境。

坚持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是党和国
家在推进我国发展建设当中要求牢固树
立的安全发展理念。 在我省，除需要做好
应对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安全生产管理外，
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所隐藏的安全生产隐
患同样不能被忽视。一方面需要劳动者坚
持合法保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也需要主
管部门和企业、 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做到防患于未然，走好全省迈向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美好前景道路上的每一步。

压实责任 积极应对
设立相关规定保护劳动者权益C

广东地区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
季持续时间长，平均湿度高，夏季白日易
达到到 35℃以上， 在户外作业的体感温
度更是能达到 40℃以上， 属于热射病易
发生地区。 除劳动者本身外，企业作为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也应该积极保障劳动
者权益。

在防范方面， 首先应改善工作条件，
减轻劳动强度。通过劳动作业场所合理布
置和疏散热源，例如使用隔热材料、设置
隔热层进行隔热，选择选择风扇、喷雾风
扇、集中式全面或局部冷却送风系统等进
行机械通风或降温。 其次，要做好卫生保
健。加强健康监护，建议做好就业前体检，
动态观察高温作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发现
有高温就业禁忌症者，应及时调离工作岗
位。此外，应在工作地点附近设置休息处，
配置供水设备、风扇等，休息室温度应在
30℃以下。 保证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
对预防中暑具有重要意义。

就劳动者个人而言，户外工作者要加
强个人防护。 应尽量配备宽边草帽、遮阳
隔热帽或通风冷却帽等，适当调整作息制
度，尽可能缩短劳动持续时间，增加工间
休息次数，延长午休时间等。此外，还可以
选用盐茶水、 咸绿豆汤和含盐汽水等，通
过及时补充水分和食盐，多次少量饮用盐
开水，这减少汗液排出。

发生中暑时，应急措施便成了防止中
暑转化为热射病的关键一环。应立即将患
者撤离高温环境， 除去身上过多的衣服，
在阴凉、安静、通风处休息，同时口服淡盐
水或少量多次饮水，轻症中暑多能缓解症
状。 如患者出现体温升高的，应在双侧腋
窝、腹股沟冰敷进行物理降温。 在中暑情
况较严重，出现神志改变、虚脱、高热、肌
肉痉挛情况时， 可以考虑为重症中暑，在
现场初步处理后，应尽快寻求帮助，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患者迅速转运至有救治
条件的医院紧急抢救。

防范 +应急并重
劳动者和企业应共同筑起安全围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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