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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收集某村 ２０１８ 年贫困人口

个人基本情况、 务工地点、 工种、 务工时长、 收入等信息。
该村外出务工人群以 １８ ～ ４５ 岁青壮年为主， 务工较多的地区

为浙江省、 广东省和省内外市， 主要从事于建筑业和制造业，
外出务工时长以 ５ ～ ６ 个月为主， 月收入集中在２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元。 贫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流动性较大， 罹患职

业病风险程度高。 应从政府、 企业、 社会以及个人多方位对

农民工职业病进行防控， 并注意防范因病致贫或返贫现象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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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贫困山区人口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情况， 掌

握其外出务工特征， 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提供依据，
为贫困农民工职业健康政策和脱贫攻坚政策紧密衔接

提供参考。 本文以全国扶贫开发系统中认定的 Ｄ 村贫

困人口为研究对象， 对 Ｄ 村 ２０１８ 年外出务工相关资

料进行采集， 并进行整理统计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Ｄ 村位于云南省乌蒙山区， 平均海拔１ ７５９ ｍ，
全村无工业， 农民收入来源主要靠种植 ／养殖业和外

出务工。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村共有 ６３３ 户 ２ ５２３ 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 ２９９ 户 １ １１８ 人， 贫困率 ４４ ３１％， 属

于典型的贫困山区。 本研究以该村所有贫困户劳动力

人口 （１８ ～ ６０ 周岁） 为研究对象， 入户调查并填写

《劳动力资源调查表》，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务工地

点、 工种、 务工时长、 收入等信息。
所有调查资料通过 Ｅｐｉｄａ３ １ 双录入建立数据库，

运用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７ 对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Ｄ 村共有劳动力人口１ ５９８人， 男

９７７ 人、 女 ６２１ 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人口 ６７７ 人，
２０１８ 年贫困人口外出务工 ２６３ 户 ４２８ 人， 男 ２２５ 人、
女 ２０３ 人。 年龄 １８ ～ ３０ 岁 ２００ 人、 ３１ ～ ４５ 岁 １６７ 人、
４６～６０ 岁 ６１ 人； 以户为单位统计， 家庭中仅 １ 人外

出务工 １５０ 户 １５０ 人、 ２ 人务工 ７３ 户 １４６ 人、 ３ 人及

以上 ４０ 户 １３２ 人。
２ ２　 务工信息

２ ２ １　 务工地点　 Ｄ 村 ２０１８ 年外出务工地分布在全国

１４个省 （区、 市）， 以前往浙江省的务工人数最多 （１７９
人， ４１ ８２％）， 其余依次为广东省 （５７ 人， １３ ３２％），
省内外市 ３７ 人 （８ ６４％）、 本市 ２９ 人 （６ ７８％）、 新疆

２７ 人 （６ ３１％）、 江苏 ２３ 人 （５ ３７％）。
２ ２ ２　 务工行业、 时长、 月收入情况　 按照 《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Ｄ 村贫困

务工人口中从事建筑业人数最多（２１４ 人， ５０ ００％）；
制造业次之 （１３５ 人， ３１ ５４％）， 农、 林、 牧、 渔业

（３２ 人， ７ ４８％）。 贫困人口外出务工时长及收入情

况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８ 年 Ｄ 村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长及月收入状况

务工时长（月 ／ 年） 人数（％） 月收入（元） 人数（％）

≤３ ２１（４ ９１） ≤２ ０００ ５（１ １７）

４ ４８（１１ ２１） 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 １５１（３５ ２８）

５ １４２（３３ １８） 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２５１（５８ ６４）

６ １３１（３０ ６１） ＞４ ０００ ２１（４ ９１）

７ ６９（１６ １２）

≥８ １７（３ ９７）

３　 讨　 论

外出务工是帮助贫困人群增加收入最直接、 最有

效的方式。 从本次调查分析发现， ２０１８ 年 Ｄ 村贫困

劳动力人口中的 ６３ ２２％ （４２８ ／ ６７７） 外出务工，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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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以青壮年为主， 家庭中 ２ 人以上外出务工户比

较常见， 部分家庭为整户常年外出打工。 除了在当地

从事传统的种植 ／养殖业外， 外出务工已成为贫困户

农民工脱贫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外出务工的地点来

看， 分散在全国各地， 但是具体到每个务工地点， 农

民工习惯于通过亲友老乡介绍形成小的聚集， 集中在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地点［１，２］。 这种务工地点 “大分散、
小聚集” 的形成， 反映了 Ｄ 村贫困农民工外出务工较

为盲目， 缺乏良好的就业指导和有效的就业途径。
Ｄ 村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的是建筑业和制造业， 月

收入以 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 元占多数。 由于贫困农民工受教

育程度普遍较低， 缺少专业技术［１］， 只能从事简单性

操作、 技术含量较低、 报酬不高的工种。 我们调查发

现， Ｄ 村贫困农民工务工的流动性较大， 通常不到半

年就会更换务工企业或地点。 职业技能的缺乏导致农

民工被动从事高职业病危害风险的工种岗位比例较

大， 而工作岗位的频繁更换势必加大职业病诊断过程

中职业史认定的难度， 导致举证困难重重。
农民工是我国遭受职业病危害的主要群体［３］， 受

文化水平与生活环境等因素限制， 农民工特别是贫困

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权利意识与职业病防治知识［４］，
职业病防护意识缺失， 对职业危害的认知率普遍较

低［５］， 一旦发生职业病， 劳动关系和职业史认定困

难， 在职业病鉴定、 工伤认定、 赔偿和法律诉讼诸多

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 职业病

发病具有滞后性等特点［４］， 也会给农民工职业病的预

防、 监管和统计工作造成较大困难。
为防止农民工因罹患职业病而致贫或返贫， 首先

要强化政府责任， 做好农民工的务工培训， 在务工引

导、 企业监管、 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好主导； 根据贫困

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特点， 选择对应的媒介和宣传策

略［６］， 采取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 提高宣教效

果； 通过完善卫生监督体系， 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
定期组织和开展职业卫生检查和监测工作［７］。 同时，
建立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及医疗保障体系， 健全农民工

权益保障制度［８］， 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管

理［９］， 形成多方防治合力， 把农民工健康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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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解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

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中粉尘浓度限值标准

的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选择广州市

从事职业卫生评价工作的 １４８ 名技术人员为研究对象， 参照

《卫生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指南》 （ＷＳ ／ Ｔ５３６—２０１７） 编制调查

问卷。 结果收回问卷 ９３ 份， 来自省市级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

的人员占 ６６ ７％， ９３ ５％具有从事职业危害评价 １ 年以上工作

经历。 对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中作出游离二氧化硅 （ＳｉＯ２） 含量规

定的 ９ 种粉尘中， 大部分调查对象能检测其中的无机粉尘

（矽尘、 煤尘、 滑石尘）， 少有报告检测有机粉尘 （谷物、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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