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门回应：
加快菜市场改造进度，引摊入市

本报系列报道引起合肥蜀山区商务局高度重视，该

局立即对辖区菜市场周边的马路市场进行排查清理，并

制订出菜市场改造的时间进度表。

“媒体反映的问题，多数集中在正在改造和未动工改

造的菜市场周边。”蜀山区商务局局长喻光告诉记者6月

中上旬，区商务局专门要求市场管理中心对下面菜市场

进行排查清理。对不规范的马路摊贩以劝导的方式，规划

临时摊点。谈及菜市场改造的过程，喻光表示，为顺应政

府政策，“今年区财政计划再投入1000万元，专门用于建设

和改造菜市场资金支持，力争在年内使全区23个菜市场全

部升级改造。”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13日，蜀山区绿缘、十

里店等9个菜市场通过国家标准化验收；西七里塘、安居苑

等10个菜市场正在改造；还有飞虹等4个尚未动工。

记者随后联系了合肥市商务局，市场建设处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慎言道，“对于马路市场，我们也

想进行改善，但受利益驱使很难。按照属地管理，对有问

题的地方，你最好找辖区的责任单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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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近日连续报道了以省城紫桐新村为代表的马路市场，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对媒体曝光出的问题，有关责任

单位表示立即整改、现场督办，将“马路市场”规范起来，从而使得占道、扰民的现状得到缓解。

而专家表示，治理马路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采取统筹兼顾，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综合治理的办法，既需

要城管转变传统工作观念，也需要工商部门对小摊贩担负起更多的管理职能等。

范竹标

探访：后堂温度接近50摄氏度
酒店方面能够拿出诚恳的态度愿意赔偿，死者家属本

着合理的原则，提出赔偿申请，本报希望事情有妥当的处理

结果。然而人死不能复生，阮先生说起哥哥的离世，一度很

是悲伤，他告诉记者，哥哥阮林才47岁，本还应该看着一双

儿女成人，享受天伦，可就因为酒店后堂的高温，让其早早

离开世界。美味的饭菜，来源于厨师和后堂员工的辛苦劳

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又有几人关注？6月23日上午，记者

走访了几家饭店，听听后堂员工怎么说。

记者在永红路上的一家饭店遇见该饭店的厨师长，

并和他进行了对话。

记者：后堂温度应该很高？有什么防暑措施吗？

厨师：夏天厨房里的温度高达45℃，后堂也没办法使

用空调和电风扇，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只有在大厅里坐一

会儿，没什么别的办法。

记者：万一出现中暑，酒店方面有保险等保障吗？

厨师：没有保险，一些防暑降温的措施也没有！

结束了对该饭店厨师长的采访，时间已到下午2点左

右，太阳炙烤下，记者来到位于桐城路上的一家酒店，在

该酒店的后堂，记者见到了厨师王先生，“热得吃不消的

时候，就会换人炒下一道菜，除了绿豆汤，我们也会准备

很多的水，以防万一。”

马路市场加剧着城市管理的阵痛，也警醒着城市的

主人：莫要等“病入膏肓”时。

对于马路市场的形成，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表示可

以理解，“没有规范的市场，商贩自然都会跑到马路上来。

没有正规的管理，商贩就会越线。”他说，马路市场在一定时

期内很难取缔，单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更是难上加难。

王开玉认为，治理马路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采

取统筹兼顾、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综合治理的办法，既

需要城管转变传统工作观念，从“执法”变为“服务”，也需

要工商部门对小摊贩担负起更多的管理职能，同时还需

要依法规划有秩序的市场。

要想彻底解决马路市场顽疾，他主张，应由政府牵

头，一个部门管理，一个部门执法，两个部门监督，使城市

管理成为依法管理，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繁荣市场布局。

热死在酒店后堂，算不算职业病？
记者探访发现：高温下作业的厨师们，安全隐患确实很大

日前，肥西严店乡农

民阮先生向本报反映，哥

哥阮林去年在合肥一家

酒店后堂上班，因重症中

暑抢救无效死亡，目前该酒

店方面只给了一万五千元。

留下嫂子和两个孩子，生活

十分困难，酒店方面至今没

有拿出合理的赔偿意见。

记 者 通 过 采 访 得

知，酒店后堂工作人员

在高温中作业，尤其是

夏季，安全隐患的确非

常大。

实习生 陈静 记

者 江亚萍 祁琳

事件：男子酒店后堂不幸中暑身亡
阮先生告诉记者，哥哥阮林去年47岁，在合肥一家酒

店（以下称用人单位）后堂上班，工作已两年有余。2010年

8月14日下午5时左右，阮林在单位上班时中暑，经安医四

附院转至安医一附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9月 16日合肥市职业病防治所诊断是：职业

性中暑（热射病）。用人单位不服，申请合肥市卫生监督

所进行诊断鉴定，于2010年11月11日给出结果，鉴定意见

是：职业性重症中暑（混合型）。用人单位仍不服，申请省卫

生监督所复议，省卫生监督所给出结论，鉴定意见是：阮林

属于重症中暑并最终死亡，但不能确定为职业病。

质疑：一条人命难道只值一万五？
“我们农村人，对鉴定什么的并不看重，但毕竟是一

条活生生的生命，他又是家里的顶梁柱，留下一双儿女，

现在生活很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阮先生告诉记者，哥

哥离开后，酒店方面只在抢救的时候支付了一万五千元

费用，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赔偿。

“一条人命，难道只值一万五千元么？酒店后堂温

度高，当天气温本来也高，酒店不能不说没责任，现在不

给赔偿，合理吗？”阮先生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嫂子和

侄儿都去酒店协商过，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酒店方面也

没有拿出诚恳的赔偿说法。

酒店：走法律途径，会酌情赔偿
针对阮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日前也联系到合肥市

职业病防治所，该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不算职业病，都

是经过专家认定的，他们也不便多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陆先生，他

表示，因阮林的家人开始要求赔偿三四十万，没有依据，

酒店方面不能答应，所以才拖延至今。但陆先生表示，

考虑到是酒店员工，所以会酌情予以一定赔偿，当初是

因为考虑到赔偿标准没法定，所以建议双方走法律途

径。同时，之所以有鉴定一说，也是希望拿到合理依据，

让赔偿有据可依。

解读：职业性中暑才能算是工伤
“如果厨师劳作过程中出现高温中暑，因抢救不及时

以至于送命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工伤呢？该如何赔偿？”

合肥市劳动局工伤科一位工作人员称，“只有认定为职业

病才能算是工伤。厨师如果中暑，认定为职业性中暑，才

能算是工伤。职业性中暑的判断，要有职业病诊断书才

能认定。”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另外，记者也了解到，工伤的赔偿标准是指工伤职

工、工亡职工亲属依法应当享受的赔偿项目和标准。未

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

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准支付费用。

责任单位：排查清理 现场督办 规范疏导

马路市场管理考验政府能力

媒体重点曝光了紫桐新村占道扰民的马路市场，对于

其管理部门——城市管理局来说，尽管对马路市场的治理

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反而出现了“越治理越繁荣”的现象。

6月24日，合肥市城市管理局致电本报，市局已责成庐

阳区市容管理局现场督办。区城管局的王姓工作人员表

示，接到投诉后，由庐阳城管指挥中心督办辖区的城管部门

进行处理。对于马路市场如何规范，合肥市城市管理局似

乎并没有更多的声音。记者联系该局要求采访时，宣教处

的工作人员只说“交由区市容局督办”。而在区市容局却

声称，由区城管指挥中心处理，直接由辖区市容所解决。

对于摊点的违规行为，记者只能在庐阳区城管局得

到这样的答复：城管部门今年开始实行问题处理“三单

制”：即第一次发现违法行为时，对相对人批评教育。再次

发现相对人出现相同违法行为的，下达郑重警示单，责令

其立即改正，否则将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第三次发现相

对人出现相同违法行为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城管部门声音：“三单制”管理，疏导规范摊点群

专家建议：依法管理，形成和谐有序市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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