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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安全吗

安全无小事， 为维护一
线工人的合法权益， 有关业
内人士和法律专家建议，应
提高劳动者安全意识， 加大
打击劳保市场乱象力度，加
强行业安全自律。

网友“风若尘岚”表示：
“在很多地方安全帽仅仅成
了进入工地的身份凭证。应
该追溯生产源头， 为什么这
种连标准都达不到的安全帽
会流通到市场上？”

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李
佳泽律师表示， 针对当前劳
保市场充斥劣质产品的现
象， 严重危及一线工人生命
安全， 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
清理和打击力度， 可开通举
报专线，鼓励提供违法线索，
加重处罚力度。 对一些电商
平台涉嫌销售的低价劣质产
品，要及时关停和下架，从源
头上杜绝“脆皮”安全帽等劣
质劳保产品的进入渠道。

西南某大型建筑承包公
司的王经理等业内人士建
议， 应加强对监理和施工队
负责人等现场管理人员的行
业自律，定期抽查巡检，防止
侥幸心理。 建议将工人安全
帽的采购统一纳入施工单位
管理， 施工队负责人只负责
派发。“不仅仅只是安全帽，
其他消防器材、 配电箱等设
备也应该加强质量监管。”

5元“脆皮帽”一按一个坑
工人“头顶安全”谁来护
调查：市场上劣质安全帽不少 声音：应加大打击力度加强监管

“一线工人安全帽”视频热传引发颇多质疑，一线工人的“头顶安
全”如何包装成为关注焦点。

有业内人士指出，工人佩戴劣质安全帽成了行业“潜规则”，尤以建
筑行业居多。媒体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及北京五环外
多家建材市场上，许多商户兜售多款低价劣质安全帽，甚至不乏一些毫
无资质的5元“脆皮”安全帽。

有关安全帽质量问题， 此前已有
媒体关注。2007年，央视《每周质量报
告》栏目曾报道“夺命”劣质头盔事件：
当年4月，杭州一名建筑工人被顶楼坠
落的钢筋砸中，钢筋穿透了安全帽，工
人因此丧生。后经调查组认定，这名工
人佩戴的安全帽是不合格产品。

记者查询看到 ,在抽查中,也屡次
出现安全帽不合格的现象。

据中国质量新闻网今年1月18日
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公布
安全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本
次共抽查了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四川
等11个省、直辖市71家企业生产的71批
次安全帽产品,有12批次产品不符合标
准的规定。

据安徽省质监局介绍,消费者选购
安全帽时应该查看是否有生产许可证
编号、 产品合格证和有效期等证书,应
要求经销企业出示该批产品的检测报
告。 消费者要根据行业选择适宜的品
种,选择较好的材质,并查看外观质量。

■来源：新华社、北京青年报、澎
湃新闻

延伸

长期在北京从事装修工作的
一线工人李山表示，安全帽一般都
是包工头发。“工地上的人都知道，
质量好的都是白色、 红色或蓝色
的。因为按行业标准，黄色是工人
戴的，一般比较薄、脆，帽檐容易折
损。”

4月16日， 记者走访了位于北
京市东五环外数家建材市场约10
余家劳保批发用品店，发现售卖的
安全帽价格单价从5元到20元不
等，如果采购量大，甚至能以低于5
元的单价购买。

管庄东方建材批发市场的一
户店家表示，如今市场上流通的安
全帽主要有三种：最便宜的是塑料
安全帽，防护效果最低；稍好的是
ABS树脂材料安全帽，防护效果中
等， 且最低价大多在20元以上；最
好的是玻璃钢安全帽， 价格也最
高。

很多商家都表示：“很多民工
常常会坐在帽子上， 将其充当坐
凳，安全帽用几天就得换。所以5元
的质量虽然最差，但最畅销。”

在位于姚家园某建材市场的
一家劳保用品批发店内，一听记者
要给工人买安全帽，店主首推售价
5元钱的黄色款。 记者以买样品为
由，在该店花10元钱买了两顶安全
帽，为验证质量，用大拇指在安全
帽顶部用力按压， 让人咂舌的是，
按压处立刻出现一个小坑。

某建筑行业央企管理人员郑
先生向媒体表示，业内确实存在工
人安全帽质量不合格的情况。

“一般正规央企采购的帽子质
量没问题，但有时是承包工程的劳
务班组自己采购，就可能没有严格
按照规范。”郑先生表示，质量合格
的安全帽批量采购价格在30元左
右，也有价格更高的，劣质安全帽
十几元甚至几元钱就可以买到，
“安全帽的颜色和质量没有关系，
但是工地佩戴颜色有专门的规定，
一般领导是红色、工人是黄色。”

同是安全帽
颜色不同为何质量不同？

市场

记者在淘宝等平台上搜索“安
全帽”发现，销售价格在10元以下安
全帽的店家超过千家， 销售的安全
帽广告显示产品为加厚ABS或树脂
塑料；拼多多APP上，也有上百家店
铺在售卖10元以下适用于建筑工程
的安全帽。

在位于管庄地区的另一处建材
市场， 店家向记者推荐销量较高的
安全帽，该款同样售价5元。安全帽
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四项永久性
标志”， 只贴着一张纸质“安鉴”标
签。“无许可证的厂家都批量印刷这
种纸质标签， 随便贴上去就行。”店
家说。记者发现，售价几元钱的安全
帽产地大多来自广东、河北等地。

见记者有疑虑， 一个店家又拿
出两款质量“好一些”的安全帽，售
价分别为8元和18元。 老板称：“其
实不用怕，很多包工头都买5元或者
8元的，一般没有人检查质量，只会
检查工人是否佩戴安全帽。”

“管理现场安全和质量的监理
通常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求
工人们佩戴安全帽作业， 而不会去
检查材质、安全性等问题。”西南某
大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王经理说，“为
了追求利润， 施工队老板经常在施
工工具、劳保产品等方面以次充好，
减少成本。”

劣质安全帽无厂商、无检验、
无标识、无人查

声音
乱象

保护一线工人的
“头顶”安全需多管齐下

抽查：

71批次安全帽
12批次不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