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管员：
凉茶绿豆汤算不算津贴？

“高温津贴？听说过，没见过。”7日中午12
时10分，火辣辣的太阳将在嵩山路陇海路口执
勤的交通协管员刘喜刚的脸晒得通红，汗水顺
着额头不断滴落，问起每日 10 元的高温津贴，
刘师傅表示自己已在这个岗位工作了 5 年，从
未收到过相关部门发放的高温津贴。

在桐柏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虽然有遮阳伞，
但在太阳暴晒下，地面温度已近40℃，3名正在
忙碌的协管员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当记者问
及他们是否领过高温津贴时，他们一致表示，没
听说过有高温津贴，单位也从来没发过，平时也
就发些凉茶、清凉油防暑降温。在建设路与嵩
山路交叉口，交通协管员王女士说，公司刚刚派
人送来了绿豆水。去年夏天曾经一次性领过
100 元的高温津贴，今年还没有发。具体有关
高温津贴该咋发，她和同事们都不清楚。

下午 5 时许，东大街与管城街交叉口的车
辆和行人逐渐增多，执勤的交通协管员李师傅
不时吹着哨子，重复着禁行、放行的手势，同时
不忘扯着嗓子劝说不远处骑车的市民。问起高
温津贴，李师傅一脸茫然，称自己从没听单位说
过，每年夏天也就发一些菊花茶和藿香正气水
等防暑品。

农民工

不指望会有高温津贴
9日下午，在嵩山路一处工地上，来自安徽

的小李正往推车里铲沙，豆大的汗水一直往下
滴。小李告诉记者，工地刚刚开工，为了赶进
度，从早上 7时一直干到下午 6时，中午吃饭和
休息的时间加在一起只有一小时左右。与他同
行的小王也表示，这几天温度太高，只想多休
息，但是板房里的温度更高，只有拖着凉席到处
找阴凉地睡觉。

采访中，小李和小王告诉记者，他们降暑的
办法就是，早上用清凉油擦擦手臂，晚上痛痛快
快地冲个凉水澡。对于高温津贴，他们知道一
些，但没具体了解。“就算知道也没用，老板只按
工时算钱，作为农民工，哪敢跟老板提条件！”小
李认为，现在经济不景气，老板能按时发放工资
就很不错了，根本不指望发高温津贴。

在航海西路与桐柏路一处工地上，因为快
赶上项目交房，农民工小陈每天都要安装数十
块玻璃，为了防止被玻璃划伤，他要戴两双手
套，即使这样，小陈的手掌上仍然布满了玻璃的
划痕。从金水区到中原区，在各个工地上干了
8年的小陈表示，从业这么多年，他从没拿到过
降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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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高温工作中暑算工伤

市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人透露，本月15日
起，全市将集中严查劳动者高温保护。一方
面，职工可通过制定集体合同和企业约定发
放高温津贴，或由工会、职工代表同企业进行
协商。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如果不发放高温
津贴或降低津贴标准，劳动者可向当地的劳
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或者通过劳动争议仲
裁部门解决。

人保部门提醒：作为对劳动者的一种保
护，高温津贴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最低工资
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是用人单位保障职工
正常工资之外的额外津贴，也就是说，用人单
位不得因提高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
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
降低劳动者工资。此外，职工如果在高温、高
湿场所因工作原因引起中暑，并被职业病防
治部门鉴定为物理性中暑，即可到劳动部门
进行工伤认定申请。通过认定后，按照相关
法规享受工伤待遇。

核心提示
早在2008年，我省公布实施的“河南省高温津贴标准”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情况下

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要向劳动者支付每人每天10元的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 你拿到了吗
本报记者 王红左丽慧覃岩锋武建玲 见习记者 孙静

又是一年盛夏，温度计上不断刷新的
数字，使得“高温津贴”再度成为一个并不
新鲜的“新鲜”话题。

高温津贴，即高温劳动保护，通常是
指工人在特殊环境下作业而给予的劳动
补偿。但是，翻开相关劳动保障的法律
规定和条文，其中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
的说法。

“你拿到高温津贴了么？”面对媒体
的问题，建筑工人、送水工、交通协管
员……不同的劳动者却给了几乎同样的
答案：“没有。”尽管每天只有区区 10 元，

却偏偏和众多工作在炎炎烈日下的劳动
者“无缘”。

小小一个高温津贴问题，体现的是劳
动保护法律不完善的整体性困境。事实
上，虽然省人保部门在2008年下发了《关
于发布河南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除
了明确在何种情况下企业需要给从业人
员高温津贴外，并没有相关的违规处罚措
施。正是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支
持，高温津贴政策在执行和监管上存在难
度，甚至因此导致发津贴还只能依靠企业
和用工单位的“自觉自愿”的怪现象。

如此尴尬，究竟该如何面对？发放高
温津贴，仅有政府的一个个通知、公文是
不够的，仅依赖于用人单位的道德自觉是
不行的，必须有强大的执行力。

高温津贴，需要“高温立法”，更需要
“高温执法”。

公交司机：
个别企业发过高温补助

对于大热天仍需要开车满城跑的公交车司
机，高温津贴又落实得怎样？128 路公交车的
一名司机说，公司每年都会有针对高温的补助，
但数额不等，通常是和工资一起发，这个月的工
资还没有发，不知道会不会有。

1 路公交车的一名司机说，没有听说过有
关高温津贴的政策，也没有发过补助，公司会发
些茶叶、风油精之类的防暑降温用品。101 路
西线公交司机说，公司平时会发些清凉油、毛
巾、洗衣粉之类的用品，但没有提过发高温津贴
的事。一名 79 路公交车车长表示自己从未听
公司提过发放高温津贴的事，如果发的话应该
是和工资一起发，但公司并没有明确表态会有
高温津贴。9 路公交车一名司机也说，没有听
公司说过发高温津贴的事。

企业：
防暑降温未必要发钱

区区每天10元高温费，用人单位为啥不
肯发？省会某企业负责人的回答颇具代表
性：“企业运营，肯定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
虑问题。假如要给员工发高温津贴，不说成
本增加的影响因素，单纯说该咋发，举个例
子，政府只规定室外 35℃以上、室内 33℃以
上发，可我们员工有纯外勤人员，有纯办公室
人员，也有两者兼具的；除此之外，员工有白
班，也有夜班，每个人的实际工作状态都不
同，如果发津贴的界限纯粹参照气象部门发
布的温度标准为界限，显然不合理；如果逐一
区分，企业更是自找麻烦。倒不如直接发点
汽水、冷饮等福利来得实惠。”

某建筑工程项目负责人则表示：“这种高
温天气，发不发津贴，其实工人的工作状态都
会受影响，工程的工期又是固定的。这种情
况下，企业更愿意实行调整工作时间、避开正
午高温施工、大量提供绿豆汤等便捷的防暑
措施。”更有企业代表直言不讳地说：“运营成
本企业不可能不考虑，这个月公司刚调高了
最低工资标准，这会儿即便发了高温津贴，为
控制工资成本总量，事后也肯定会在其他方
面减少一些工资支出，发津贴还不如健全劳
保制度。”

人保部门：
高温津贴强制执行难

采访中，虽然很多工作在高温下的劳动
者并未拿到高温津贴，可他们几乎都异口同
声地说：“如今找个活儿干都不容易，能发全
工资就不错了，谁会为了每天几元钱和老板
较真儿？”

与之相对应的是，虽然自2009年起，省、
市两级劳动监察部门已在夏季启动了高温用
工专项检查，但至今鲜有劳动者举报投诉，即
使有，此类投诉取证也较难。

政府部门明令发文，但高温津贴却发放
不到位，如何进行监管呢？市总工会权益维
护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监督企业发放高温津
贴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处有
关负责人表示，发放高温津贴，是根据卫生
部、安全监督部等部门的相关规定出台的，体
现了对高温下弱势群体的关心。“但这只是个
规范性文件，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对企业
没有约束力。《通知》虽然明确规定了高温津
贴的发放，但并没有明确相应的处罚措施，造
成执法难题。”

高温津贴更需“高温执法”
王 红

周末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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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多万参合农民
来郑看病可直补

市中心医院和驻马店市实现新
农合跨区域直补

本报讯（记者 汪辉 丁友明 通讯员 王建明）昨
日，郑州市中心医院和驻马店市举行新农合跨区域
直补启动仪式。这意味着今后驻马店市九县二区
600多万的参合农民来该院就诊可享受住院直接报
销的待遇。至此，我市已有 3 家医院开展了新农合
跨区域直补工作。

据了解，以往参合农民看病跨区转诊，医疗费要
由患者自己先垫付，出院后再拿缴费单到当地新农合
按比例报销。这次新农合跨区直补工作启动后，驻马
店参合农民转诊到郑州市中心医院，需要报销的将由
医院直接补助给农民，这样就可免除参合农民来回报
销医疗费的奔波之苦和垫付医疗费的经济压力。

为服务参合农民就诊，郑州市中心医院特别开
辟了新农合服务窗口绿色通道，接待、咨询、登记、报
账等烦琐环节均可在一个窗口完成。同时，医院还
选派了 10 名护士导医导诊，为参合农民提供合理、
质优、价廉、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此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南阳，郑州人民
医院与漯河市、许昌市两市开展了新农合跨区域直
补工作。

昨日10时24分，在中原路与京广路交叉口的京沙快速路施工现场，一台挖掘机在作
业时将市自来水公司的一根直径300毫米的水管挖断，现场喷出裹着泥沙的水流，不停地
涌向低处的作业面，对中原路以南的施工造成较大影响。市自来水公司抢险队闻讯赶到
现场后，关闭了上游的阀门，施工方员工用水泥填压在喷水口附近，12时10分，水流被控
制住，目前，水管正在抢修中。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本报讯（记者 高凯）助力贫困大学
新生顺利跨入大学校园，圆贫困大学新
生大学梦，记者昨日从新郑市了解到，
该市慈善总会正式启动“爱心成就梦
想”助学活动，将资助100名贫困大学新
生上大学。

据了解，本次爱心助学活动资助
的对象是参加今年高考后，被国内大专

一批以上院校录取的新郑籍家庭困难
品学兼优的学生（被军校和部分师范类
院校录取可以免交学费的除外）。符合
此条件的学生，可向新郑慈善总会申请
报名，8 月 20 日报名截止，资助贫困大
学新生的名额为 100 名。通过审核的
贫困大学新生，可以拿到 2000 元的爱
心助学金。

昨日上午，金水
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联手河南农业大学的
志愿者们在林科院社
区共同举办了一场
“平安·和谐·发展”文
艺汇演，向居民宣传
平安文化，普及法律
知识。现场还设立了
法律咨询台，义务为
市民提供法律咨询。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爱心成就梦想”
助百名寒门学子上大学

②送水工冒着酷暑送水在路上。

①高温下，我市重点工程的建设者正在紧张作业。

施工挖断水管 众人奋力抢险

③烈日下的环卫工人。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小暑已过，热！热！
热！入夏以来，热浪频袭
绿城，气象部门屡发高温
橙色预警。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烈日下辛苦劳作
的劳动者本应该享受的
高温津贴却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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