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城事 2021.7.8 星期四 编辑 李旭光 校对 马骁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7月7日，在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康复医院（以下简
称康复医院），张桂强正在康复
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锻炼（右
图），和他一样，还有 4位工伤
患者也正在这里接受康复治
疗。今年 1月 1日，《平顶山市
工伤职工康复管理暂行办法》
开始实施。截至 6 月底，康复
医院共接诊工伤职工121人，其
中符合门诊康复的24人，符合
住院康复的22人，经鉴定无需
康复的75人。

“先康复后鉴定”被工
伤职工点赞

今年 49 岁的张桂强是卫
东区一名小学老师。今年3月
中旬，他在课间指导学生踢球
高速奔跑时，为避免撞到突然
出现的学生而摔倒，导致右腿
脚踝上方胫骨、膝盖下方腓骨
骨折，其中胫骨粉碎性骨折。

张桂强手术后住院一段时
间回家休养，5月初，准备做工
伤鉴定时，才被告知可以先做
康复，然后再做工伤鉴定。“知
道得有点晚了，要不然恢复得
肯定比现在好。”张桂强说，术
后出院，医生交代他要静养，可
以自己小心活动。“没人指导，
自己活动也不得法儿，后来受
伤的腿上肌肉明显萎缩。”

在实际工作中，重工伤补
偿，轻工伤康复现象曾经普遍
存在。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伤职
工的权益，今年 1月 1日，省人
社厅决定在我市实行工伤职工

“先康复后鉴定”试点。
工伤“先康复后鉴定”是指

工伤职工经治疗病情相对稳定
后，功能障碍较重影响生活自
理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应先进
行康复治疗，而后进行劳动能
力鉴定。

得知政策后，张桂强第一
时间住进康复医院，接受专业
康复治疗。

“有人说不做康复去鉴定伤
残等级可以高一点，能拿的补偿
多，但是这些人拿到钱估计也不
会到医院再做康复。手脚都是自
己的，能尽早康复还是要尽早，效
果会更好，一旦身体没好好恢复，
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可能造成更
大的负担。”张桂强说，经过两个
月的康复治疗，他脚踝恢复程度
比以前强多了，腿部肌肉的萎缩
情况得到很大改善，腋下拐杖也
更换成了手杖，因为使用腋下拐
杖而疼痛到贴膏药的肩部也可以
放松了。“这个政策好，希望能广
泛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以后也
能让大家及时做康复。”

试点半年已有 30 人
申请康复治疗

康复医院是我市首批康复
协议服务机构，截至目前也是全
省唯一一家“先康复后鉴定”试点

医院。我市首批工伤康复病种涵
盖骨科、神经外科、眼耳鼻喉科。

在医院二楼骨科门诊室
内，57岁的姚电公司检修工李
民活动着手指接受医生检查。
去年 10 月，他的右手食指、中
指、无名指在工作中被轧伤，住
院治疗后一直在家休养，伤轻
的无名指可以稍稍弯曲，伤重
的食指、中指几乎不能弯曲，右
臂也只能半抬。

“在家都休息半年多了，想
着手和胳膊估计也就这样了，一
个月前准备去做工伤鉴定，才知
道还可以申请先康复后鉴定。”
李民说，他的康复申请很快就通
过了，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一个
月一疗程的康复训练，各个手指
弯曲情况都有改善，右臂也可以
抬起了，效果很好。“上次申请一
个月的康复训练，现在到期了，
医生说还可以继续康复，所以准
备再申请一个疗程。一直康复
到医生说不能更好地康复了，再
去做鉴定。”

我市工伤治疗后需要康复
的职工，目前只能到康复医院提
出康复申请，在门诊医生评定
后，根据伤情给出门诊康复、住
院康复或者无需康复的意见。
需要门诊康复或者住院康复的，
医院会做出指引，进行康复治
疗；无需康复的，医院会在申请
表上明示，拿着表格和相应的手
续即可去申请做工伤鉴定。

康复医院常务副院长汤晓
飞说，门诊康复患者多为轻度
损伤，主要有膝关节病、半月板
损伤；骨折保守治疗及术后；手
外伤术后等三类疾病。康复治
疗时间一般为 20 天左右。住
院康复患者多为四肢骨折，病
情较重，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康
复治疗时间一般为 30 天左
右。“康复治疗采用中医中药、
物理疗法、运动疗法等相结合，
经过康复治疗后大部分患者肢
体功能恢复良好，肢体活动度
提高，且能达到降低致残率、预
防继发障碍的作用。”

“半年来，康复医院共接诊
工伤职工 121人，经鉴定审核，
46人符合门诊康复和住院康复
的相关政策，其中已经申请门
诊康复或住院康复的有 30 个
人，正在或已结束康复治疗，他
们中的大多数康复效果都很
好，对‘先康复后鉴定’的政策
给予了肯定。”市人社局工伤科
科长张书圣说，希望通过提高
工伤康复治疗时效，使工伤职
工机能、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
恢复，身体和心理更加健康，能
更好地重返工作岗位、回归社
会，从而增强工伤职工的幸福
感、自信感、归属感。

张书圣说，需要提醒的是，
在市区居住、受到事故伤害的
职工，应到康复定点医疗机构
就诊治疗，县区的居民，在当地
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诊治伤
情稳定后，及时转入康复定点
医疗机构。否则，工伤保险基
金不予支付相关费用。

“手脚都是自己的，能尽早康复还是要尽早。
希望能广泛宣传这个政策，让更多的人知道，及时做康复。”

鹰城工伤职工点赞“先康复后鉴定”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多亏巡察组帮忙，解决了俺
们这里的出行难题。”7月7日，在鲁山县
瓦屋镇瓦屋村河南组，望着眼前新铺设的
两座漫水桥，村民李民生等人高兴地说。

河南组位于瓦屋村西南方向，有130多
户人家。瓦屋村党支部书记张克洪说，该组
村民日常出行都要经过一条宽约200米的
没有桥的大河，平时走着还行，一到雨天河
水上涨，过河就成了村民们面临的难题。去
年8月，鲁山县委第八巡察组进驻瓦屋镇开
展村（社区）延伸巡察工作，其间恰逢天降暴
雨，巡察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一问题，遂将
情况反馈给瓦屋镇政府，并协调县相关部门
想法解决。经现场考察和商议，该县相关部
门决定在该河道两处经常过水的地方铺设
管道修建漫水桥，其余地方垫高路面。今年
6月，在雨季到来前，漫水桥正式建成。

巡察组架起“连心桥”
解决村民出行难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7月 6日上午9时，郏县商务
局排查安全隐患时，发现该县南环路中石
油加油站撬装式油罐发生渗漏。该局紧
急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联合多部门立即对
现场进行仔细勘察，成功排除险情。

据调查，该加油站于2017年装修时，
拉来一个撬装式油罐作为临时加油点。
装修完毕后，中石油拆除油罐时，因经济
纠纷遭当地群众阻止。同时，该加油站因
经济纠纷，近5年一直没有正式营业，油罐
因长期闲置导致管线阀门渗漏。

经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截至当日下午6
时，该油罐内剩余油底已全部安全转移，油
罐被中石油平顶山市分公司运走，专业油
污危废清理队现场共清理被柴油浸染的土
壤近300公斤。至此，这起危化品渗漏事
故得到妥善处置，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撬装式油罐渗漏
郏县多部门联动除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