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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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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核心报道

为哥讨说法，披风女闹市“遛良心”
本报法援团律师介入 您对此有何看法，欢迎致电或发微博

10月31日上午，一名身穿披风、头戴
纱巾的女子，拉着写有“良心”两字的心形
泡沫，穿行于长沙火车站、五一广场等市
民集中地。

她说，为了给变“哑”的哥哥讨个说
法，要把老板的“良心”放在太阳底下遛一
遛。

女子身穿披风“遛良心”
上午10点多， 人潮涌动的车站广场，

把自己裹在披风里的女子拉着一根白色
绳子拴着的心形红色泡沫板， 上面贴着
“良心”二字。

女子名叫田满玉，32岁， 来自湘西龙
山，她说，幻想自己能成为“女侠”拯救哥
哥，长沙火车站广场是她的第一站。

“一年多的时间，我在网上发帖、找厂
家，都没用，所以我就来街上‘遛良心’，晒
晒厂家的冷漠。” 这个瘦高的女孩把从理
发店讨来的围巾当成“铠甲”，花20元打印
了一张介绍哥哥患病的“海报”。

从清晨到傍晚， 从火车站到步行街，
田满玉拖着“良心”穿梭在人流聚集之处，
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她说，自己一天只吃
一碗面，可浑身充满了力气。

“哥哥患职业病一年不能说话”
田满玉回忆，哥哥田昌贵的噩梦始于

2008年6月，那一年，哥哥进入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宏大工贸有限公司工作。

“公司是从事锰粉加工的， 哥哥的工
作是操作粉碎机，把锰片打成锰粉，这个

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对身体不好。”田满
玉说，“每打碎一吨得6.9元，相当于嫂子做一
件衣裳的工钱，所以哥哥说没关系。”

2010年11月开始，哥哥出现腰痛、无力、
关节痛等症状，后来说话变得困难，动作缓
慢、表情淡漠，在湘雅医院诊断是锰中毒。

田满玉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哥哥田昌贵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做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面显示“职
业性慢性锰中毒（中度）”。

“哥哥现在完全不能说话了。”田满玉说
着说着就哭了。为了帮哥哥讨回公道，她从
就职的工厂停薪留职，每天奔波于医院和工
厂之间，“我找哥哥单位的领导，他们一个推
一个， 没有一个明确答复， 不过我会坚持
的。”田满玉的语气很坚定。

本报法援团律师介入
记者试图联系该公司法人代表谭湘益，

但电话一接通就被挂断。
该公司车间负责人吴家云表示，“厂里

已经在采取措施积极处理了，目前在等待劳
动部门的鉴定书下来，该怎么赔就怎么赔。”

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本报法援团律师
李春光表示，职业病属于工伤范畴，一旦员
工被确认为职业病， 医疗费等由单位承担。
他建议田满玉带哥哥去做劳动能力等级鉴
定，按照等级鉴定情况，单位应给予相应的
待遇，“因工被鉴定为劳动等级五级（包含五
级）以上者，用人单位与职员解除劳动合同，
并给予一次性赔偿。”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夏雪

长沙某工厂职工李岩：我看着她，感觉自己的心也被遛了一下，作为工
厂的管理者应该反思，更多从工人的利益出发，定期为工人做身体检查。

熊先生：遛良心的行为告诉我，要做一个有良知、对得起自己的人。
网友“阿桂”：这是社会底层人员的无奈之举，这样做只是为了引起更多

人的关注，帮其解决问题。

10月31日，长沙火车站，为帮哥哥讨说法，“女侠”装扮的田满玉说要遛遛老板的良心。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刘佳佳 摄

有人反思
有人质疑

声音

你对田满玉的做法怎么看？如果你想帮助田满玉这对兄妹，请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0731—84326110或通过本报新浪、腾迅官方微博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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