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一证通查 2.0”是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反诈中心在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
服务的基础上，联合互联网企业和电信企业
推出的全国互联网账号便民查询服务。

作为一项全新升级的反诈“利器”，“一证
通查 2.0”服务主要有三个特点——

保护用户隐私。严格按照网络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最小化采
集用户个人信息，并在查询页面中进行脱敏
显示，在反馈的查询结果中也仅包含关联互
联网账号数量，不含账号名称等个人信息。

覆盖主要应用。“一证通查 2.0”首批对接
了 8 家互联网企业的 11 个应用，包括微信、
QQ、淘宝、支付宝、抖音、快手等，可满足当前
大多数用户的查询需求。

查询方式便捷。用户在使用“一证通查
2.0”服务时，可通过工信微报公众号、工信部
反诈专班公众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众
号、支付宝“一证通查”小程序等多种途径进
行便捷查询。

工信部升级“一证通查”服务

手机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可查询

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中暑的情况不少，但鲜有人申请职业病诊断——

热射病工伤认定何以少之又少？

名下手机号关联了多少互联网账号？是否被别人冒用注册了互联网账号？如果发现被冒
用注册账号，该怎么办？

7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推出“一证通查2.0”服务——全国互联网账号“一证通查”，
用户凭借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后六位，便可查询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

近期，不少地方发生劳动者在工作岗位患热射病的事件。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患热射病后被认定为职业性中暑的，可以进行职业病诊
断并申报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然而，在现实中，劳动者的维权之路却困难重重。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一些地方最高温度甚至超过40摄氏度，高温作业劳动者面临“烤”验。一些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患上热射
病。

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依据相关规定，劳动者患热射病后被认定为职业性中暑的，可以进行职业病诊断并申报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热射病患者想要认定工伤“有点难”，能真正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少之又少。

根 据 2012 年 起 施 行 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
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因高温
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
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而在《职
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物理
职 业 病 中 ，第 一 项 就 是 中
暑。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患
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出
现职业性中暑，可以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不过，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一线劳动者
出现职业性中暑甚至患上热
射病的情况并不少见，但真
正去申请职业病诊断、认定
工伤的，却非常少。

例如，根据浙江省绍兴
市 疾 控 中 心 最 新 公 布 的 数
据，近两年，绍兴仅有 11人因
中暑申请职业病诊断，而仅
2021年绍兴就报告中暑病例
556例。2019年，湖北省武汉
市高温中暑报告病例为 572
例，但只有一名劳动者申请
了职业病诊断。

对此，有专家指出，与
尘肺病和职业中毒等常见
职业病相比，劳动者对于
职业性中暑属于职业病的
知晓度较低。相当一部分
劳 动 者 发 生 职 业 性 中 暑
后，不知道可以申请职业
病诊断，享受相应的工伤
保险待遇。

北京市福茂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志友告诉记者，
劳动者出现重症职业性中
暑，无法继续工作，或是需
住院治疗、甚至死亡时，才
会想到进行工伤认定，然
而由于维权难度大，一些
劳动者甚至不得已选择与
企业“私了”。

“要进行职业病诊断，首
先得进行劳动关系确认，这
对于很多建筑工人，以及快
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来说，是很难迈过的
一道坎。”张志友分析说。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位
建筑工人因热射病倒在了收
工回家的路上，被送医后抢救
无效，于次日凌晨去世。但因
其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难
以认定劳动关系，无法认定为
工伤，最终家属与工地负责方
达成协议，工地方面负担丧葬
费并给予工亡赔偿。

在张志友看来，上述建
筑工人就是因为没有与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无法确认劳
动关系，最后家属才与工地
负责方达成和解。

此外，张志友指出，职业
病诊断是热射病工伤认定需
要面对的另一道坎。

职业病诊断需要提供病
人的职业史、职业病的危害
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等情况。具体到职业
性中暑，按照《职业性中暑诊
断标准》，根据高温作业的职
业史，出现以体温升高、肌痉
挛、晕厥、低血压、少尿、意识
障碍为主的临床表现，结合

辅助检查结果，参考工作场
所职业卫生学调查资料，综
合分析，排除其他原因引起
的类似疾病，可诊断为职业
性中暑。

而这些证明往往需要用
人单位配合提供相应的证据
材料，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
劳动者很难取得这些证据，
也就难以进行职业病诊断。

尽管，根据职业病防治
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职业病
诊断、鉴定过程中，用人单位
不提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的，诊
断、鉴定机构应当结合劳动
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
果和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并参考劳动
者的自述、卫生行政部门提
供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等，
作出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

但有劳动法律师对记者
表示，在实践中，职业病鉴定
机 构 很 少 依 据 劳 动 者 的 自
述、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的日
常监督检查信息等进行职业
病诊断。在此背景下，一些
劳动者通过向相关行政部门
投诉的方式，迫使企业不得
不提供劳动者职业病诊断所
需的材料。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
所律师崔杰对记者表示，在
未有书面劳动合同予以证明
的情况下，事实劳动关系的
认定，可以结合劳动人事管
理、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业务
联系等因素综合评判。但由
于不少建筑工人是包工头招
用的，要想与施工单位获得
劳动关系认定很难。

记者注意到，浙江省浦
江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
一起建筑工人王某患热射
病后，要求确认与工程承建
单位浙江某园林工程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该
院审理认为，王某是由包工
头招用，与包工头进行报酬
结算。园林工程公司与王
某之间并不存在建立劳动
关系的书面合同或事实行
为。因此，该院驳回了王某
的诉讼请求。

“很多建筑工人由包工
头带领，在各个工地从事劳
动，而包工头一般都挂靠在
某 个 劳 务 公 司 承 包 工 程 。
这样一来，劳务公司、施工
单位与建筑工人之间往往
不形成直接的劳动关系。”
张志友对记者说，“正是由
于包工头的存在，导致建筑

工人工伤维权比较困难，建
议有关部门规范用工管理，
推动各类用人单位与建筑
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此外，记者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检索发现，一些劳
动者由于无法确认劳动关
系或因职业病诊断程序烦
琐，不得已选择以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进行
维权。

例如，江苏某绿化公司
绿化养护工汪某在患热射
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见好
转，经鉴定为一级伤残，需
长期住院治疗。此后，他以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为由起诉绿化公司最终打
赢官司，并于今年 5 月获得
伤残赔偿金、医疗费、护理
费、营养费等赔偿共计 130
多万元。

劳动者被诊断为职业
病 后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领 取

“卡壳”怎么办？受访律师强
调，特别是在建筑行业，如果
包工头没有为劳动者缴纳
工伤保险，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发包方应承担用工主
体责任，也就是承担相应的
工伤保险责任。 （杨召奎）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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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中暑鲜少被诊断为职业病 劳动者维权“另辟蹊径”工伤认定面临“两道坎”

去年 9 月，工信部推出全
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便
民服务，用户凭借居民身份证
便可查询个人名下登记电话
卡数量，如有异议可通过对应
的电信企业查询明细信息并
进行相应处理，通过规避不知
情办卡风险，有效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助力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

时隔近一年，为何再次推
出“一证通查 2.0”服务？

“前期，通过创新推出全国
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方
便用户查询名下电话卡数量，有
效防止用户不知情被办卡的情
况。”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局
长隋静介绍，但在实际工作中
发现，互联网账号因其隐匿性
强、申请门槛低等特点受到不
法分子“青睐”，已成为诈骗分子
的主要犯罪工具之一。

部分用户反映名下的手
机号码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注册了互联网账号，由于
缺乏统一便捷的查询名下电
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的有
效 途 径 ，给 不 法 分 子 违 规 注
册、倒卖互联网账号、利用互
联网账号实施诈骗提供了便
利，也给广大群众维护切身利
益造成不便。

为深入推进防范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工作，切实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利益，从根本上解
决名下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
账号查询难、解绑难等问题，
在前期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
通查”服务的基础上，工信部
反诈中心升级开发了“一证通
查 2.0”服务，即手机号码关联
注册互联网账号查询服务，便
于用户查询账号明细并办理
注销、解绑等服务。

如何正确使用“一证通查 2.0”？
用户进入查询入口后，在查询页面填
写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后六位和验
证码，即可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将在
48 小时内通过 10699000 统一的短信
端口进行回复。

当用户查询到本人手机号码关
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与个人掌握的
情况不一致时，可点击“解绑与明细
查询”，了解各企业的处理机制。在

通过身份验证后，按照企业的指引文
件，对异议账号进行解绑或注销操
作。如果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可拨打
相应互联网企业的客服电话。

据介绍，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对接更多的互联网企业，支持更
大范围的互联网应用查询，进一步满
足用户查询需求。

（韩鑫）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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