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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重污染天气持续笼罩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上空!但快递员"环

卫工人"送餐员"交警等户外劳动者仍

坚守在雾霾中工作# 记者在北京"天

津"内蒙古等多地采访发现!在雾霾天

户外工作者群体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

快递员"园林工人"停车场收费员"保

安都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有的

甚至都没有佩戴口罩$

+

日下午! 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快

递员小周站在路口等着顾客来取件!

当时的北京还处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

警中!但小周并没有戴口罩!和小周站

在一起的另外
!

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也没有戴口罩$

%公司没有发口罩!我们自己也没

准备$&小周告诉记者!元旦过后!他每

天在户外派件时间超过
,

个小时!骑

着四面透风的电三轮又不戴口罩!一

天下来总感觉%嗓子干干的!鼻子也难

受&$

记者注意到! 对于在雾霾中工作

的劳动者应采取何种防护措施! 目前

各地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定$比如'北京

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要求启动红

色预警应急措施时!%室外执勤" 作业

等人员可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而'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则

无此规定$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

宝义认为!当前!对于如何在雾霾天加

强户外劳动者的防护尚存在盲区!一

些必要的防护措施仍主要依靠行业或

单位自觉! 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外工作

的劳动者还未得到有效的保护$%维护

雾霾天户外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在于

要形成制度化的举措$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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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戴口罩在外面工

作多伤害健康" #!为什么

没有统一的防护措施$ #

%可以像发高温补贴一样

发雾霾补贴吗$ &''每

到雾霾天(面对在户外坚

守的工作者(普通民众在

致敬的同时(总免不了一

丝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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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发现! 许多户外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并未清楚地认识到雾

霾对身体的危害!也没有防护的自觉$

天津市一位送餐员刘师傅告诉记者)%每到雾霾天!订单量骤增!是

最忙的时候$但我不太喜欢在雾霾天戴口罩!戴上口罩和顾客交流起来

声音闷闷的!太麻烦$ &北京市西便门绿化队的环卫工人骆刘说)%我不

习惯戴口罩!单位也没有要求$ 冬天干活的时候戴口罩不方便!一呵气

眉毛都结冰了$ &

天津市海河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武俊平表示! 许多户外劳动者

因为不方便"不习惯而忽略雾霾防护!然而看上去%很碍事&的口罩!却

是保护身体免受雾霾侵害的关键$

%雾霾天在室外工作! 首当其冲的就是呼吸道! 口罩防护十分必

要$&武俊平说!重度雾霾来袭的这一周!医院门诊接收的呼吸道疾病患

者比平常多了三分之一!多是由雾霾引起的哮喘"过敏性鼻炎"呼吸道

感染患者$

同时!不把雾霾当回事的!不只有户外劳动者!还有一些用人单位$

因为雾霾不似高温"极寒环境会对劳动者造成立即伤害!有些用人单位

在防护上会出现%滞后性&$

快递员杨师傅告诉记者)%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一般尽量避免中午

最热的时候出去派件!公司也会提前准备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给我们解

暑$ 但是雾霾天!我们还得正常出去!公司一般只会在雾霾很严重的时

候才给我们配口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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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义表示!作为近几年高发的污染现象!社会各界对雾霾危害的

研究和认识还不够充分!一些防护措施和民众的防护意识尚有待加强$

只有尽快认清雾霾的危害!才能科学地为户外劳动者打造出%雾霾防护

罩&$

张宝义呼吁! 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 应给予户外劳动者足够的关

爱!比如发放雾霾补贴"劳防用品或者调整工作时间!让户外劳动者尽

量避免受到雾霾侵害$

武俊平说!避免雾霾伤害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对

于环卫工人"快递员"建筑工人"送餐员等长期暴露在雾霾中的工作群

体!建议尽量避开雾霾严重的时间段作业!若条件不允许!最好统一配

发口罩等防护装备!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

%对那些劳动强度大的人群!建议佩戴
-

至
.

层的纱布口罩*劳动

强度一般的要佩戴类似
/,+

这样的专业防霾口罩$ &武俊平提醒说!防

霾口罩的透气性较纱布口罩差!劳动强度大的劳动者如若长期佩戴!反

而会引起缺氧等不适症状$

去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 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曾呼

吁!尽快出台雾霾天气下户外工作标准!针对一定指数的空气质量向户

外劳动者发放劳防津贴$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盛认为! 目前

01!2+

尚未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 !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加快研究将

01!3+

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可行性!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规定!切实

为户外劳动者的健康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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