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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蒲泫奇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晨报淄博11月26日讯 11
月25日，本报1版以《民生答卷
有分量 邀你一起来验收》为
题，报道了张店区委宣传部联
合多家媒体发起“见证身边变
化 记录美好生活”市民采访

活动的消息，并公开征集20名
市民和记者一起采访。稿件
见报后，不少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报名参加市民采访活动，
希望共同见证身边日新月异
的变化。

“我以前干过建筑方面的
工作，看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
化，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内心
十分激动。”66岁的魏家社区
居民宋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再次报名参加市民采访活动，
对于去年的采访活动他至今印
象深刻，希望再次亲身体验这

一年来身边发生的变化。宋先
生对养老事业、社会保障、社会
安 全 稳 定 等 方 面 的 问 题 最
关注。

市民李女士对于这次活动
同样充满了期待。“参加这样接
地气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切身
感受到身边的变化，然后用文
字客观地记录下来，将这份记
录城市发展的资料留给子孙后
代。”李女士说道，变化每天都
在发生，我们需要用心感受，用
心记录。

刘成奇今年67岁，作为晨

报老年记者团的摄影记者，平
日里经常外出摄影，对于这次
采访活动，他要用镜头记录下
来。“图片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
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变迁，我希
望用镜头记录下张店这一年来
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刘成奇
告诉记者，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义，作为城市发展的受益者，肯
定要积极参与其中。

“见证身边变化 记录美好
生活”市民采访活动报名还在
持续进行中。主办方将组织市
民和媒体记者进行3次集中采

访，亲身感受张店区教育、医
疗、养老、居住环境、扶贫帮困
等方面的变化，用所见、所闻、
所感记录身边的美好生活，也
欢迎大家对民生工程的实施提
出合理化建议。

如果你想感受一年来张店
方方面面的变化，希望了解或
监督张店区教育、医疗、养老、
环境等方面的民生工程及民生
实事，就赶快拨打电话0533-
3585000报名吧，让我们一起
记录张店、一起感受变化。

集体采访意义大 市民争相来报名
主办方将组织3次活动 报名电话：0533-3585000

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张文君 沈远清 报道

晨报淄博11月26日讯 发
生工伤的原因有很多，每一次工
伤带给职工的是血淋淋的伤害。
工伤预防是避免事故发生的关
键一环。然而，在日常工作中，
很多安全隐患容易被职工忽视，
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记者采
访了解到，在日常作业中做好工
伤的“自我诊断”十分必要。

案例1：
未按规定穿工作鞋导致工伤

某水泥厂包装工在进行倒
料作业中，包装工王某因脚穿拖
鞋重心不稳，左脚踩进螺旋输送
机上部10厘米宽的缝隙内，正在
运行的机器将其脚和腿绞了进
去。王某大声呼救，其他人员见
状立即停车并反转盘车，才将王
某的脚和腿抽出。尽管王某被
迅速送到医院救治，仍造成左腿
高位截肢。

原因分析：造成这起事故的
直接原因是王某未按规定穿工

作鞋，穿拖鞋在凹凸不平的机器
上行走，失足踩进机器缝隙。这
起事故告诉我们，上班时间职工
必须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绝不允许穿着拖鞋上岗操作。
一旦发现这种违章行为，班组长
以及其他职工应该及时纠正。

案例2：
发现有隐患仍旧工作

某煤矿开拓区上中班的工
人发现，工作面顶板破碎且压力
增大，工人们立即停止作业，并
要求采取有效的架棚措施。但
是班长为了赶进度，对险情不以
为然。工人们明知有危险，却屈
从于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结果
顶板塌落，一块巨石将年仅25岁
的工人张某砸倒，经抢救无效
死亡。

原因分析：在生产劳动过程
中，有时会出现企业负责人或者
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从业人
员冒险作业的情况，由此导致事
故造成人员伤亡。法律赋予从
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
险作业的权利，不仅是为了保护
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
警示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
须照章指挥，保证安全。企业不
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和
强令冒险作业而对其进行打击

报复。
工作人员在发现有安全隐

患时，有权拒绝冒险作业。

发现隐患应及时撤离

日常行业发生工伤，除了安
全设备老化等原因外，自身的疏
忽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
日常的工作中，该如何避免工作
隐患？

工作人员介绍，从业人员往
往属于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的第一当事人。许多生产安全
事故正是由于从业人员在作业
现场发现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
素后，没有及时报告，延误了采
取措施进行紧急处理的时机，最
终酿成惨剧。如果从业人员尽
职尽责，及时发现并报告事故隐
患和不安全因素，隐患和不安全
因素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就完
全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和降低
事故的损失。所以，发现事故隐
患并及时报告是贯彻“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加强事前防范的重要措施。

按规定佩戴和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

从业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
中应履行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

动防护用品的义务。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

保障人身安全，用人单位必须为
从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的劳
动防护用品，以避免或者减轻作
业中的人身伤害。在实践中，由
于一些从业人员缺乏安全知识，
心存侥幸或嫌麻烦，往往不按规
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由
此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时有
发生。

另外，有的从业人员由于不
会或者没有正确使用劳动防护
用品，同样也难以避免受到人身
伤害。因此，正确佩戴和使用劳
动防护用品是从业人员必须履
行的法定义务，这是保障从业人
员人身安全和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的需要。

常用的劳动防护用品主
要有：(1)头部防护用品。主要有
一般防护帽、防尘帽、防水帽、防
寒帽、安全帽、防静电帽、防高温
帽、防电磁辐射帽、防昆虫帽等。

(2)呼吸器官防护用品。按
防护功能主要分为防尘口罩和
防毒口罩(面罩)，按形式又可分
为过滤式和隔离式两类。

(3)眼面部防护用品。主要
有防尘、防水、防冲击、防高温、
防电磁辐射、防射线、防化学飞
溅、防风沙、防强光等护具。

(4)听觉器官防护用品。主
要有耳塞、耳罩和防噪声头盔。

日常工作中如何避免工伤（下）

排除不安全因素“自我诊断”很必要
■ 相关链接

《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主要有:

(1)工伤医疗及康复待遇。
包括工伤治疗及相关补助待

遇、工伤康复待遇、辅助器具的安
装配置待遇等。

(2)停工留薪期待遇。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
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
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
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
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
超过12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的工
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
由所在单位负责。

(3)伤残待遇。
根据工伤发生后劳动能力鉴定

确定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处
理障碍程度的等级不同，工伤职工可
享受相应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
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及生活护理费等。

(4)工亡待遇。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

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
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

工伤保险待遇有哪些？

通讯员 杨丽 毕文卿
记者 贾亮 报道

晨报淄博11月26日讯 12
月2日是第8个“全国交通安全
日”，从即日起至12月底，淄博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张店大队
将以“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
出行”为主题，组织开展第8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提
高市民交通出行的规则意识、法
治意识和文明意识。

超员隐患大 超速更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驾驶营运客车超
载20%以上，驾驶中型以上载客
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
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在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
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
上，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
定时速50%以上，驾驶证都将记
12分，AB类驾驶证面临着降级
的后果。

交警提醒：驾驶人一定要严
格遵守相关法规，不超速行驶、不

超员超载，时刻保证行车安全。

疲劳不驾车 酒驾必拒绝

驾驶人处于重度疲劳时，往
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
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
的控制能力，极易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

饮酒驾车是指驾驶人血液
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
/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
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驾驶人
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

80mg/100ml的驾驶行为。
对于酒驾者而言，其血液中

酒精含量越高，发生交通事故的
几率越大。

交警提醒：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坚决抵制酒后驾驶、疲劳
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严格遵
守交通规则，做到警钟常鸣，杜
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开车系好安全带切勿接打电话

在遇到危险时，安全带能给
予车内人员最直接有效的保护，

但在生活中，却有很多人忽视安
全带的重要性，开车时不系安
全带。

开车时接打电话，不能双手握
方向盘，注意力分散，遇情况不
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使交通事
故风险大增。

交警提醒：只有双手握紧方
向盘，才是安全的。为了您的安
全，开车请系好安全带、切勿拨
打接听电话。另外，行人穿越
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线，切
记不要玩手机，不要在斑马线上
嬉笑打闹，追逐奔跑。

张店交警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教

安全文明出行 身边交通隐患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