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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工受伤常见 及时获救者少
多是由返航渔船捎回陆地，最好的也不过是自助返航
隔本报记者 吕修全

2012年，对于山东体彩来说，
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12月16日，山东省体育彩票年销
量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新的
重大历史性突破。在12月18日召
开的全省体育彩票工作会议上，
山东省体彩中心被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体育局
记集体二等功。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卫
东，山东省体育局局长张洪涛，山
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张洪军，山东省
体育局副局长张松林、李政、丁艳
菊，省体育局训练中心主任王毅，

山东省财政厅综合处处长孙忠欣，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李汝春等
领导。各市体育局局长、分管体彩
工作的副局长、各分中心主任，各
县(市、区)体育部门负责人和省体
彩中心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主任王卫东、山东省体育局局
长张洪涛、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张
洪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山东
体彩近年来连续实现跨越式发展
和取得的骄人业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和充分肯定，对继续推动山东体
彩事业持续健康科学发展提出了

明确要求。省体彩中心主任蒋强作
了工作报告，对2012年山东体彩各
项工作进行了总结，全面部署和安
排了2013年工作。会议还表彰了本
年度先进单位和个人。

近年来，山东体彩不断探索和
优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队伍
建设、规范管理和产品创新，不断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积极弘扬公益
理念，践行社会责任，加大服务社
会和彩友的力度，体育彩票销售渠
道规模和质量持续提升，品牌影响
力不断扩大，事业发展基础和综合
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年销量连续跨
越20亿、40亿、50亿、90亿几个台

阶，连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省体
彩网点数量多达9500多个，为社会
解决就业近3万人。

2012年，伴随着中国体育彩
票迈入“千亿时代”，山东体彩成
为全国第二个体彩销量过百亿的
省 份 ，跨 入“ 百 亿 时
代”。在销量连攀新高
的同时，山东体彩始终
秉承体育彩票作为国
家公益彩票的发行宗
旨，积极践行社会公益
责任，累计为国家和社
会筹集了 1 0 0 多亿元
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

社会保障、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助
学、医疗卫生、残疾人救助、城镇
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抗震救灾、
基层文化建设、扶贫以及全民健
身、奥运争光等社会各项公益事
业和体育事业。

年销量突破100亿 筑起新里程碑
山东省体育彩票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

扎追踪

大腿已接合
“不行还得再手术”

18日上午，在四〇四医院骨外科病房，记者看
到船老板在病房照看着伤者，他自称是小张的叔
叔。据其介绍，小张的骨折接合手术效果一般，“不
行还得再手术”。记者问及小张被转上另一渔船、
10小时后才返回石岛港，是否会导致延误救治，这
位“叔叔”拒绝解释。

对此，有医生分析，小张在骨折10个多小时后
回到陆地，加上从石岛驾车到威海，再算上术前检
查等，骨折近24小时后才接受了手术救治。“如果
患者受伤后，能马上送到医院来进行手术，治疗效
果肯定会更好。”

扎延伸

船上“到处有危险”
渔工受伤不鲜见

18日上午，一排排渔船停靠在远遥渔港避风，船上大都有渔工
在忙着整理渔网、加冰、码放鱼箱。一艘200马力的渔船上，渔工姜师
傅手疾眼快抓起一摞险掉入海中的鱼箱，“船上的活儿就得眼里有准
儿，腿脚麻利。”姜师傅出海打渔近20年，从没吃过大亏，他说“那些
眼拙、手脚不利索的，早晚得受伤”。

在姜师傅指引下，记者在渔船中部见识到了名为“绞车”的设备，
这是一个状如水桶的钢圈，启动后会旋转绞起钢丝绳，把渔网拉上
船。被绞车绞起的钢丝绳是导致渔工受伤的主要“元凶”，16日被抽
断大腿的小张就是着了绞车的“道儿”。一个月前，姜师傅的工友也被
钢丝绳抽到了左手臂、左小腿，造成两处骨折。

姜师傅介绍，渔船出海作业，船上“可以说到处都有危险”。特别
是收网时，船头、船尾堆满了渔网、缆绳，要是再碰到天黑、风急浪高，
渔工稍有不慎就容易被刮倒、划伤。一个月前，姜师傅同事小松“在船
头被绳子挂住了脚，刚甩开，就起了个大浪，这伙计直接跌海里了。”
幸亏有人及时扔出绳索，把他救上船。

发现小松骨折后，船长立即下令返航。即使如此，近百海里，他们
8小时后才返港，小松被送到金海湾医院。

扎博弈

“时间就是生命”pk
“烧油成百上千吨”

10月5日，吉林人小王在石岛外海域一渔船上作业
时，被鱼舱内腐败鳀鱼产生的硫化氢气体熏倒致昏迷。即
使这艘渔船当即返航，6小时后才返回石岛港。小王因脑
部长期缺氧，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最终成了植物人。小
王中毒次日，同样在石岛渔港，另一个渔工同样因此中
毒，被迅速送到医院高压氧舱。两个小时后，他很快脱险，
自己走出了医院。两相对比，“时间就是生命”。

“海上有人受伤，第一紧要的肯定是救人！”船主刘先
生说。“有生命危险，得打12395，找海上搜救中心的直升
机。”否则，船长就会考虑经济效益，“大马力船出一次海，
烧油就得成百上千吨。”所以，原地抛锚，寻找、等待他船
捎回伤者，甚至拖延数日再返航的情况并不少见。

石岛人李先生从事海上捕捞，对于渔工海上出险，他
的第一反应是，“刚出海的大船一般不会为了送伤者而马
上返回陆地，渔船互相帮忙拉送伤者回岸是常有的事”。

扎海事局：船员应维护自身权益

若有险情请直接报警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市政
府早在2009年2月4日就编制印发了《威海市海上
搜救应急预案》，对海上预警，突发事件的报警、
指挥、救援及善后处理都做了详细规定，但在具
体操作层面，对渔工受伤后船长应采取何种救助
措施及时间限度没有明确要求。

威海市海上搜救中心一工作人员表示，“船
员在船上受伤后，要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若
因船长拒绝返港或未及时联系外部救治受伤船
员、导致伤情加剧的，船员可就这个问题向船主
索赔。威海海事局下设船员处，但这位工作人员
还表示，“保障船员权益”的课题不单单是海事部
门可以独自运作的，还涉及工商、劳动等部门，实
施起来任重道远。

18日，本报报道了石岛一船员16日海上作业时，被绷裂的钢丝

绳抽断大腿骨，被转移到另一返航渔船，10多个小时后才回到石岛

港，得到救治的事情。
18日上午，记者就此在远遥渔港调查了解到，出海作业时，渔工

划伤、骨折等意外伤害时有发生。遇到这种情况，除非遇到生命危

险，船长大多从经济角度考虑，寻找返航船只把受伤人捎回陆地，最

好的处置是也不过是自助返航，受伤渔工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

▲ 海 鲜 好
吃，跟渔工们的
付出是有密切联
系的。

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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