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板晒弯，钢筋烫手，他们还在劳动
本报记者 王洪磊 孔令茹

进入7月份，济宁的气温不断升高，最高温度

已经突破35度。可是在炎热的天气下，建筑工人仍

要忍受着烈日的烘烤继续施工。脚手架被晒得烫

手，木板被灼热的太阳晒得弯曲变形，虽然工作

时间已经错开了中午最热的时候，但他们仍然汗

如雨下。

满身的痱子和黝黑的皮肤

皮肤黝黑的唐俊林干建
筑木工已经20多年了，深圳、
广州、上海等很多地方都去
过，今年是他第一年来山东
打工，济宁闷热的天气让他
这个在南方闯荡多年的四川
汉子也有点“招架不住”。“南
方的气温虽然高，但只是中
午的时候热，下午和晚上就
会有凉风，相对凉爽一些。”
唐俊林用胳膊抹去了额头上
的泪珠，“济宁太闷热了，像
个大蒸笼，就算不干活也会
满身大汉，衣服几乎没干过，

一天都是湿的。”
“最热的时候，就连铁

质的脚手架也被太阳烘烤
地滚烫，根本不能用手抓，
否则就有可能被烫伤。”和
唐俊林一起来济宁打工的
20多名四川民工每天都要
在工地的最高处忍受阳光
的暴晒，“上午在楼顶搭建
好的木板，到了下午就会被
晒弯，木板两头都会翘起
来。工友们腿上都是痱子，
一片红疙瘩。”

为了躲避在最高温的

时间段内施工，工地的休息
时间已经调整，每天不到5

点就起床干活，中午10点半
左右下班，然后在宿舍休息
4个小时，下午2点半再回到
工地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
七八点。“天太热了，必须喝
藿香正气水来消暑，每天要
喝上两三瓶，不然有可能就
会中暑。”唐俊林说，晚上下
班后喝碗绿豆汤，洗个凉水
澡，睡觉的时候再开上一夜
的风扇，但有时候还是酷热
难耐，可能会被热醒。

气温35度以上须发放高温补贴

消暑物品不得冲抵防暑降温费

本报济宁7月9日讯(记者
马辉 贾凌煜 ) 迈入小

暑后，济宁迎来连日高温，按
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给
员工发放高温补贴。8日记者
走访一些单位了解到，各单
位的高温补贴发放标准不
一，有的单位甚至每月仅发
白糖、茶叶等物品。济宁市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近期将开展一次专项检查，
凡是违反规定的，最高将处
于2万元罚款。

根据山东省有关规定，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及生命安全，各类企业、个体
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组织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
劳动者工作的，须按工作类
别支付每月120元或80元的
高温补贴。“我们每年的6-9

月份都会发放高温补贴，每
月150元，办公室人员比我们
稍低一些。”济宁某国企工作
人员赵先生告诉记者，上个
月他的工资卡里多了150元
高温补贴费，由于他在一线

车间里工作，平时还是挺辛
苦的，有一些高温补贴，感觉
很欣慰。在该企业，除了高温
补贴外，企业还提供一些白
糖、绿豆、冰糕券等作为夏季
福利发放。

“现在正常的奖金都停
了，高温补贴也危险了。”而
在某煤矿企业，由于近期煤
炭价格持续下跌，企业的运
营状况十分困难，原本正常
发放的高温补贴，对于在井
下一线工作的煤矿工人们来
说，成了十分渺茫的事情。记
者采访该煤矿负责人了解
到，目前还没有确定是否能
将这笔补贴发放到位。

记者从济宁市人社局了
解到，高温天气是指县级以
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
站发布的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的天气。企业在岗
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
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
业人员每人每月120元；非高
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80元。
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4个

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
职工列入发放范围，职工未
正常出勤的，企业亦可按其
实际出勤且提供正常劳动的
天数折算发放。

经济效益较好、支付能
力较强的企业每年可按4个
月发放；支付能力一般的企
业可只发放8月、9月两个月
的防暑降温费。另外，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在高温天
气期间工作或者户外露天作
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
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含盐
饮料。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提
供的清凉饮料等不能充抵防
暑降温费。

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
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
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
费的，劳动者可到所属劳动
监察部门投诉，经核实劳动
监察部门将责令企业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劳动监察部
门可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
以下罚款。

相关链接>>

高温天气应适时停工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高温天气下，用人单
位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减轻劳动强度，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具体为，日最高气温达
到40度以上，当日应当停止

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
以上至40度以下，全天户外
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
时，11时至16时应当暂停户
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
到35度以上至37度以下，用
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
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

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
动者加班加点。

用人单位采取空调降温
等措施，使工作场所温度低
于3度的，以及因行业特点不
能停工或者因生产、人身财
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
处理的，不适用这项规定。

9日，城区最高气温已经
达到了34度，灼热的阳光晒
在市民身上，着实难熬。大多
数市民躲在屋内享受着空调
凉风的时候，在楼顶、马路、
工地，却有着许许多多的农
民工正在为城市建设挥洒着
汗水。

下午2点半，在洸河路东
首的万象和商业综合体施工
现场，正在运转的塔吊、砼车
正伴随着轰鸣声作业，刚刚
午休完毕的数百名建筑工人
纷纷爬上高楼继续工作。在
烈日的“烤验”下，一顶安全
帽、一条湿毛巾、一大杯子
水，这些几乎就是建筑工人
们的全部防暑设备。

来自四川成都的农民工
唐俊林是一名普通的木工，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脚手架搭
建完毕后，用一根根木条和
木板进行天棚和隔断的施
工。开工不到5分钟，唐俊林
就被晒得满头大汗，拿着自
己带来的水咕咚咕咚猛灌了
一气。“太热了，干一会儿活
就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
阵，不然肯定会中暑。”唐俊
林说，工人们上班的时候都
会带着一个特大号的杯子，
满满灌上一杯子水，一天能
能喝掉四五杯，有时候实在
热得受不了了，工友们就凑
钱买冰镇饮料解暑，一天起
码能喝掉六七斤水。

一天能喝掉六七斤水

就算再热也要干活养家

十七八离家打工，唐俊
林就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工地
上跑，哪有工地开工，他和20

几个老乡就奔向哪里。一个
工地工期结束，即使天气再
热，唐俊林也不会着急回家，
反而是更加着急地寻找下一
个开工的工地，因为家中的
父母、妻儿都要靠他的收入
过活。

唐俊林的大儿子正在读
高二，女儿也在读小学三年
级，妻子在家中照顾孩子和
老人，唐俊林常年在外，很牵
挂老家的亲人，每星期都会

打电话回家。但为了全家人
的生活，唐俊林只能咬牙坚
持。“每年过年一定回家，中
间基本上不回去，虽然也想
回家做点清闲的工作，但还
没把儿子供出大学，这活我
不能不干。”唐俊林说，即使
在工地上干活再热再累，他
也从来不会跟家里说，每次
见面或通话他都只报喜不报
忧。

再过几天，唐俊林的大
儿子就要到济宁来过暑假
了，想到就要见到儿子了，
唐俊林喜不自禁，感到所

有的辛苦都很值得。“只要
儿子能考上大学，我就一
定要供他上完，一想到以
后的生活能有盼头，我流
再多汗也不觉得苦！”唐俊
林挣的每一分钱都包含着
辛苦和汗水，他希望自己
的 努 力 能 改 善 家 里 的 生
活、改变孩子的命运。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累点苦点算什么，一大家子
人等着吃饭呢！”唐俊林说，
工地上老乡们都是一个人养
活一家人，这是一个男人应
该有的责任和担当。 烈日下忙碌的农民工不时擦拭汗水。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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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工人正在高温下劳动。(资料片)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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