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虫剂爆炸致员工二度烧伤
工伤部门提醒用人单位加强安全生产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何登香
于少飞） 张先生是东营市
某餐饮公司的一名厨师，6月
4日，他在餐厅厨房制作菜品
时，一瓶杀虫剂突然起火爆
炸，致使张先生的头部、手部
等多处烧伤，后经医院诊断
为深二度烧伤。目前张先生
的用人单位已申请工伤，人
社部门提醒用人单位，要敲
响警钟加强安全生产，避免
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张先生今年30岁，在东
营市一家餐饮公司从事高级
菜品的制作工作。6月4日晚，
他在制作菜品时，只听身后
一声巨响，炒鸡炉旁的一瓶
杀虫剂发生爆炸，张先生的
头部、手部等多处烧伤。张先
生被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医
院诊断为二度烧伤。经记者
了解得知，杀虫剂是餐厅购

买为厨房灭蝇使用的，在
每晚打烊之前都要由厨房
人员喷洒到地面上进行灭
蝇。事发时，灭蝇人员无视
安全操作规程，将使用完
毕的杀虫剂随意放置，距
离 正 在 加 热 的 炒 鸡 炉 过
近，导致杀虫剂受热爆炸
酿成了惨剧。

事发后，张先生的用
人单位及时申请了工伤，由
于张先生是在工作时间、工
作岗位受到的事故伤害，该
情形符合工伤认定的有关规
定，人社部门依法予以认定
工伤，张某也获得了相应的
工伤待遇。在此人社部门提
醒用人单位，这一爆炸声为
用人单位和职工敲响了警
钟，平时应重视安全生产和
劳动，勤于管理，严格监督，
职工自身也应时刻绷紧安全
这根弦。

上周农副产品

价格普遍上涨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张婧婧 通讯员 孟海青）
27日，记者从东营市物价局了
解到，上周农副产品价格普遍
上涨。蔬菜价格波动，食用油、
肉类、鸡蛋价格均有不同幅度
上涨。

据统计数据显示，上周监
测的9种蔬菜价格三降三平三
升。其中，黄瓜、茄子、西红柿
价格与上周相比分别下降
20 . 00%、5 . 88%、0 . 08%；白菜、
卷心菜、土豆价格与上期持
平；芹菜、油菜、萝卜价格与上
期 相 比分别上涨 1 2 . 5 0 % 、
17 . 39%、50 . 00%。

随着中秋、国庆节的临
近，食用油价格总体小幅上
涨。鲁花、胡姬花桶装花生油
价格与上周相比分别上涨
0 . 55%和1 . 26%；桶装豆油价格
与上周相比上涨0 . 94%。油料
价格走高是食用油价格居高
不下的主要原因。五花肉、精
瘦肉价格与上周相比分别上
涨4 . 76%和4 . 35%。牛肉和羊肉
价格也双双上涨。分析原因为
前期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导致
生猪存栏量减少，随着高温天
气褪去，本周猪肉价格回暖，
另生猪养殖成本不断提高在
一定程度上会支撑猪肉价格
的继续回暖。上周蛋价上涨明
显，鸡蛋价格为5 . 40元/500g，
涨幅达22 . 22%；与上月同期相
比，涨幅为28 . 57%。鸡蛋大幅
上涨的原因为：一是养殖成本
上涨，豆粕与玉米价格上涨给
下游养殖业带来巨大压力；二
是供给因素，由于前一阶段鸡
蛋价格一直低位运行，养鸡户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不得不缩
减养殖数量，蛋鸡存栏量减
少。另外，高温天气也导致蛋
鸡的产蛋量不高。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何登

香 于少飞） 27日，记者
从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了解到，不少市民
不了解工伤事故的申报时
限，发生工伤后两三年甚
至更长时间才申报，根据
相关规定，工伤事故申报
的时间最长为一年，超过
一年人社部门将不予受
理，事故受害者只能选择
走其他途径。

人社部门在日常受理
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事
故过去两三年后，职工才
提起工伤申请，更有甚者
在事故发生后二十多年才

提起申请。工伤事故发生
本身就已属不幸，如果由
于自身原因，丧失法律赋
予职工的救济渠道的话，
那对职工的日常生活无疑

“雪上加霜”。
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介
绍，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
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
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筹地区人社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
情况，经报人社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期限不超过30日。
用人单位逾期未提出认定
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的
工伤待遇等费用由该用人
单位自行承担。为切实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
用人单位未申请工伤的情
形下，法律赋予了劳动者
申请救济的时限。工伤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
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
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
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
筹地区人社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事故发生后
超过一年的，人社部门将
不予受理。

收购二手手机“实名制”成摆设？
公安机关：商家收购二手手机时，一定要查明手机来源
本报记者 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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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下降

人多活少成主因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嵇磊 段学虎） 随着农民工
的越来越多，不少农民工的工
资也有小幅下降。27日，记者
走访东营部分劳务市场了解
到，近期，农民工的工资小幅
下降十至二十元，跟人多、活
少有关。秋收时，农民工工资
可能会上涨。

27日下午，记者在西三路
附近的某劳务市场看到，不少
农民工正坐在路边上等着活。
当有一名准备雇佣农民工的
市民走到附近时，不少农民工
就围了上去。一名农民工告诉
记者，最近的活比较少，市场
上的人又比较多，近期工资下
降了些。

“像我们瓦工前段时间的
工资是130元左右，现在已经
一百多元。”正坐在路旁的一
名农民工告诉记者，附近农民
工的工资降了20多元，“估计
过两天到了秋收的时候，市场
上的人少了，活也多了，工资
可能就会提高了。”

工伤超一年人社部门将不受理

西城友谊手机卖场内，几乎每个商铺都摆出了回收手机的招牌。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澡 商家回收手机时 只简单询问来源

记者在东营市公安局了解
到，不法分子向部分商家销售盗
窃的二手手机，是不法分子销赃
的渠道之一。回收二手手机，是否
有着严格的回收流程？记者经过
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只是简单询

问手机来源，而有的商家则不闻
不问。

一家商铺老板在简单检查完
记者想要卖出的手机后，表示今
天可以直接进行收购。当记者表
示，是否需要提供相关发票表示

手机来源渠道或者进行相关登记
时，商铺老板则说：“只要是你能
保证手机是你的就行，不需要登
记。”而另一家商铺的工作人员则
没有询问手机来源就表示可以回
收。

商场内的一家回收二手手
机的老板表示，已经在相关部
门进行了备案。回收手机时，会
简单询问手机的来源，只要市
民能保证手机是自己的，一般
都能进行回收。

澡 收购二手手机 要查明手机来源

东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
表示，如果市民购买、回收的二手
手机有销赃嫌疑，或者是不法分

子偷盗来的手机，根据情况而定，
也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市民在
购买、回收二手手机时，一定要向

销售方索要手机的发票、单据等
资料，来证明手机的来源。从源头
上杜绝销赃的渠道。”警方在此提

醒广大市民：买手机，如果商家提
供不出相关凭证，消费者可向公
安机关举报。

澡 二手手机价格不一 商家自定收购标准

27日下午，记者在西城济南
路某手机交易市场内看到，多家
销售手机的商铺在柜台前摆放着
收购二手手机的标牌。前来选购
手机的市民王先生表示，家中闲
置着一块智能手机，看到这么多
商家收购二手手机，回去考虑将
旧手机卖掉，“可能还会买一个不

错的价钱。”
记者走访多家回收二手手机

商家，发现回收二手手机的价格
有着不小的差别，价格大多是商
家根据手机的使用程度自己设
定。记者以闲置一款已经停产的
智能手机为由，向多家商户询问
价格和设定标准。“你只要把手机

拿过来，我们看看之后，根据手机
的使用情况，才能判断出手机的
价格。”一家商户老板表示，价格
一般都是自己店内设定标准。而
另一商铺工作人员在听完记者的
描述后，给出了200元的价格。另
外的一家商铺则表示，不回收已
经停产的手机。

记者又拿出一块购买时价格
在2000元以上的手机，随机询问
了多家回收二手手机的商铺，店
内的工作人员在简单检查手机
后，给出了五六百元的收购价格。
而另外的一家店同样经过简单的
检查后，表示可以以700元的价格
进行回收。

近年来，随着手机的更新
换代，不少市民手中闲置了不
少旧手机，同时也给回收二手
手机市场带来新的生机。

27日，记者走访东营部分
二手手机商家，发现不少商家
回收二手手机价格存在混乱
的现象，商家大多自行定价。
收购时，对手机的来历也只是
简单了解，甚至有的商家不加
询问。东营市公安局民警表
示，商家在回收二手手机时，
一定要查明来源，如果商家收
购到销赃的手机，根据情况而
定，将负一定法律责任。

西三路劳务市场，农民工
在路边等活儿。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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