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颈椎病、腰背痛算职业病吗？”“已经诊
断为职业病了，为何难以认定工伤？”“技术、
工艺推陈出新，职业病病谱会不会随之变
化？”说起职业病，有劳动者提出疑问，也有
劳动者饱受困扰。

对此，有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随着经
济转型升级，新的工种和劳动方式不断产
生，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环境和职业危害更加
复杂多样，应适时、灵活调整《职业病分类和
目录》，适当简化职业病职工工伤认定程序，
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颈椎病能纳入职业病目录吗
记者采访发现，包括司机在内的不少上

班族呼吁，将颈椎病、肩周炎、“鼠标手”等疾
病纳入职业病目录。“因工受伤”的江师傅就
是其中一员。

江师傅在深圳开出租车近 20 年，由于
久坐，患上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从业15
年以上的，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毛病，很难避
免。”

“每天坐在车上 12 个小时，有时下车
时，两条腿都是麻的，腰也特别累。”江师傅
说，颈椎病犯病时，双肩麻木，头疼得厉害；
腰椎间盘突出时，轻则疼痛，重则难以起身。

针对不少劳动者将颈椎病、腰椎病等列
入职业病目录的呼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安
全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任国友直言：“将肌
肉骨骼性疾病纳入职业病目录是一个积极
的举措，但目前缺乏可操作的鉴定疾病因工
作引起的技术手段，需要科学、谨慎地推
进。”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管铁流告诉记者，要将肌肉骨骼性疾病等
纳入职业病目录，诊断会是一个大问题。“确
诊职业病需要确定疾病与工作的因果关系，
证明日常生活中不存在其他危害因素。另
外，即使能确诊职业病，后续的伤残等级评
定也不好开展。”

“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职业病，再就业
必然会受影响。”管铁流坦言，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
职业病病人，应当调离原岗位，并妥善安
置。“多数职业病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而
肌肉骨骼性疾病是可逆的。另外，职业病诊
断书全国联网，若确诊颈椎病、腰椎病列为
职业病，那确诊为职业病的职工将被调离岗
位，甚至未来都很难从事原岗位工作。”

工伤认定程序能否适当简化
“没想到，我的工伤认定卡在劳动关系

确认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华先生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某金矿挖矿。2014年，因
感觉肺部不适，华先生寻求职业病诊断。然
而，被诊断为职业病后，他却因无法证明劳
动关系而没能被认定工伤。至今，仍未能享
受工伤待遇。

记者了解到，2005年，华先生所工作的
金矿系集体企业，且现已破产，改制为矿业
公司。他继续在原址挖矿，当年底辞职。

2016年9月，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诊断
证明书，确认华先生为职业性尘肺病，但用
人单位是集体金矿，并非改制后的矿业公
司。2019 年 5 月，他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
认与矿业公司在2005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
被受理。他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判决确认双
方于矿业公司成立后至华先生离职前存在
劳动关系。

然而，华先生申报工伤时，因职业病诊
断证明用人单位系破产前的集体企业，当地
人社部门以该金矿已破产并被注销为由决
定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华先生只能再次向
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断，请求
其将用人单位变更为矿业公司。机构明确
表示无法再次诊断，且变更用人单位须矿业
公司盖章确认同意。

2023年，华先生以矿业公司为用人单位
申报工伤，未获人社部门受理。为此，他再
次提起诉讼……

“历时近10年、累讼数10次，因劳动关
系、用人单位确认等问题，导致工伤认定无
法完成，职业病保障、工伤待遇无法享受。”
管铁流认为，问题根源在于患职业病的职工
进行工伤认定时，必须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管铁流透露，华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
一些职工被诊断为职业病后，后续进行工伤
认定时常常卡在证明劳动关系上。而职业
病不同于一般由机械性外力导致的工伤，大
多有潜伏期，需要持续甚至终身治疗。

“职业病因职业活动引起。有职业史、
接触史且有临床表现，足以确诊职业病。因
此，特定的劳动关系便不构成是否认定工伤
的决定性要素。如此一来，再证明存在劳动
关系，给劳动者认定工伤带来困难。”管铁流
呼吁，程序能否适当简化。同时，建议劳动
者要及早了解工作岗位是否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如遇到复杂用工关系或用人单位主
体变更等情况，应有意识地保存与工作相关
的证据。

建立职业病目录动态更新机制
记者梳理发现，自1957年我国首次发布

《关于试行“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
办法”的规定》以来，职业病目录进行了3次
调整，疾病种类也从14种增至10类132种。
最近一次调整是在2013年。

当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更
新，新职业、新工种和新业态不断产生，一些
新的职业危害因素开始出现。

“随着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劳动者可能
接触到的新型化学物质增多，部分物质可能
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任国友举例道，电磁
辐射、非电离辐射等物理因素的危害逐渐显
现，新兴行业如生物医药、基因编辑等，或使
劳动者接触到新型生物危害因素，如病毒、
细菌等。

任国友认为，职业病目录既要保持一定
的稳定性，又要建立动态更新机制，让目录
更灵活、适用，建议重点关注新产生的职业
危害因素，评估其对职工健康的影响，并及
时将相关疾病纳入目录中。

对此，管铁流亦有同感。针对新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他建议职业病目录补充开放性
条款，“比如，当前目录中关于职业性化学中
毒的开放性条款——上述条目未提及的与
职业有害因素接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联系
的其他化学中毒。”

如何提升职业病目录的灵活性？任国
友认为，应强化科学性和专业性，及时发现
和评估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一步完善目
录动态调整机制，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
职业环境。同时，建立职业病监测和预警系
统，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随着“五一”假期来临，民宿
行业迎来火爆预订。据民宿预订平台提供
的数据，截至4月22日，“五一”假期的
民宿预订量环比今年 4 月第一周增长
390%。由于民宿形式多样，且大多数是个
体经营，缺乏相应的管理和规范，在预订
火热的同时乱象频发。

“预订民宿就像开盲盒一样，图片非
常好看，但实际上住的不知道是哪一
间。”近日，记者接到多名消费者的反
映，称自己预订民宿后被房东私下更改房
源，不仅房源格局和装修大相径庭，甚至
所在位置也与此前预订的不同。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情况在民宿行业
并不少见，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爆
料预订的民宿存在虚假房源的情况，如预
订后被告知无房，或临近入住时被修改房
源，还有消费者称到达后发现实际入住民
宿距离预订民宿相差近5公里。

对此，民宿预订平台的工作人员表
示，“虚假房源、幽灵民宿是民宿行业一
直以来面临的顽疾”。尽管平台有明确规
定和严格审核，但由于民宿经营者上传的
信息不准确、同一地址登记多套房屋等情
况，平台也面临监管难题。多个民宿预订
平台向记者表示，会加大对虚假房源的审
核，一经发现严格处理。

男子称预订男子称预订44家民宿均被私下改房源家民宿均被私下改房源

陈先生预订的第一套民宿加微信后被
告知无房。

4月16日，住在北京的陈先生计划给
来京旅游的父母预订一间民宿，“因为老
人中有人乘坐轮椅，为了入住更方便照
顾，才打算预订民宿”，但实际体验让他
大跌眼镜。

陈先生说，他在平台上预订了北京三
里屯小熊民宿1晚的房源，下订单后，房
东在后台私信让他添加微信，在添加微信
后，房东随即发来了与订单不符的房源和
地址，并表示“今天只有这套了，您看可
以吗？”他对比后发现，新发来的房源在
布局和装修上都与自己预订的相差较大，
他表示无法接受，对方则让他取消订单。

陈先生说，他本以为这是一种偶然现
象，但没想到的是，他随后相继在同一平
台上预订了另外3家民宿，都出现了临时
更换房源的情况。

“我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住到哪套
房子是随机的，根本不是你预订的房
源。”陈先生说。

据陈先生说，次日，他向平台客服投
诉上述情况，认为民宿涉虚假宣传，要求
按法律规定退一赔三，“但客服说，订单
是我和民宿房东签的合约，如果想要申请
退款或赔偿，需要和房东沟通，平台不负
责退款与赔偿事宜”。

陈先生对此不能理解，“整个下单过
程都是我在平台上进行的交易，收款方也
是平台，为什么平台不负责退款？”陈先
生说，他问起实际房源与订单内容不符一
事，客服没有正面回答。

针对上述陈先生的遭遇，涉事平台回
应记者称，在接到记者的反馈后，平台客
服已经介入处理，为陈先生办理了退款，
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获得了消费者的认
可。此外，该平台表示，目前在用户端的
取消订单页面中，也新增“虚假房源”

“描述不符”的选项，以便快速解决消费
者的入住体验问题，同时让平台更好地治
理问题房源。

为什么民宿容易出现虚假房源为什么民宿容易出现虚假房源？？

记者通过社交平台和网上投诉平台了
解到，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预订的民宿
存在虚假房源、幽灵房源的情况，即在平
台上预订的房源与实际入住不符，或者临

近入住时被更改订单。
广州消费者小彭称，她最近在预订民

宿时也遭遇了和陈先生一样的情况。
为何预订好的房源频遭更换？有近8

年经验的民宿从业者露露告诉记者，上述
情况在民宿行业并不罕见。

“做民宿的一般都有很多套房源，因
为一套房子去掉租金、人工、空闲期，一
个月挣不了多少钱，满房也就挣几千块，
只有做得多，总收益才比较可观。”露露
介绍，一般民宿主手里都有10套以上的房
源，大多数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区位，方便
管理。

但由于房源新旧程度不一、原装修风
格不同，很难实现统一装修、统一布置。

“一般都是从一两套做起来的，最初的房
子会比较简陋，后面有经验了装修和布置
会越来越好，也比较新。”露露表示，上
传平台时不可能一一拍照、修图、上链
接，所以往往在顾客预订后，会出现“有
哪间住哪间”的情况。

此外，她表示，还有一些顾客在预订
时担心民宿体验不好，只预订 1 晚—2
晚，入住后又提出续住，导致后续房源无
法提供给已预订的顾客，“在我们看来这
些房源都差不多，但在顾客看来和图片不
一样，就是虚假房源”。

民宿行业乱象如何治理民宿行业乱象如何治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了规范民宿行
业健康发展，从国家到地方均出台了针对
民宿行业的规范性文件。

2023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旅游
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的国家标准。
其中将旅游民宿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甲、
乙、丙三级，并规范民宿的卫生、服务等内
容。

此外，福建、云南、广东等地也分别发
布了针对民宿行业的规范文件。2019年广
东省发布了《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
全面系统地对民宿的开办条件与程序、经
营规范、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

但上述文件主要是针对民宿相关证
件、规模、卫生等方面进行规范，对于上
述虚假民宿、实际与图片不符的情况，仍
需加强监管。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在谈及民宿问题
时曾表示，“相关平台对入驻的商家负有
监管责任，从入驻信息、资质审核，到日
常监管方面，平台均应主动作为。”

记者注意到，在美团、携程、去哪儿
网、途家等平台的民宿预订服务中，都有
针对房源的“保障服务”，如美团平台的

“相符保障”，入住时发现房间居室、格局
等与网上描述严重不符或设施损坏等，可
申请全额退款并额外补偿首晚房费优惠
券。携程和去哪儿网则提供“无忧保
障”，保障范围中包含“房屋与网上描述
不符”。

为何有明确规定，仍然有虚假房源的
情况？对于出现虚假房源的情况该如何处
理？记者采访了多个民宿预订平台。

“虚假房源、‘幽灵民宿’是民宿行
业一直以来面临的顽疾。由于民宿经营
者上传的信息不准确，同一地址登记多
套房屋等情况，平台也面临监管难的问
题。”某旅行平台的工作人员说，平台一
直以来对房源审核严格，但难以避免房
东私下更换房源，还是要依赖消费者的
投诉举报。

对于私下更换房源，多平台工作人员
均表示称，该行为也属于虚假房源，一经
发现会严格处理，并对消费者作出相应的
补偿。还有平台称，出现预订房源与实际
不符的情况，会降低房东的信用值，减少
房东名下房源的推广流量。

本报综合消息

颈椎病能纳入职业病目录吗
预定民宿为何变成开预定民宿为何变成开““盲盒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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