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太廉价，高温停工难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今天迎来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的“夏至”，此时高温天
气仍在山东大部分地区持
续。6月20日，省气象台继续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
安、济宁、菏泽等市21日最高
气温在35℃～36℃。

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
不少地方都已下发通知，要
求用人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并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并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停
止室外作业。

几乎每到夏天，这样的
通知都会“老调重弹”，每年
各级政府都会出台相似的措
施，但以生命健康与高温对
抗的“悲壮”并未被杜绝。高
温下作业的劳动者们，轻则
中暑，重则休克，甚至有人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众所周知，
每个生命都有趋利避害保护
自己的本能，那么一些具有
高度智慧的人，为什么不选
择在高温下停工呢？

其实不难发现，那些在

工作中受到高温伤害的劳动
者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从事
的几乎都是建筑、装修、环卫
等行业，从事的是最苦最累
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作的门
槛低，对于文化水平、专业知
识要求很少。尽管辛勤地劳
动，但他们作为价格低廉的
劳动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社
会地位。在劳动关系中，他们
也不具有同强势“资本”抗衡
的力量，不得不屈服于一些
违反政府规定的用工合同，
在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工作
只不过是这种弱势地位的一
种体现。

面对高温下作业的风
险，各地都制定了相关的高
温补贴政策，从现有的报道
来看，这笔钱数目并不多，往
往一个月才有两三百元。然
而在实际生活中，多数体力
劳动者原本得到的报酬就不
多，甚至只达到当地的最低
工资标准，满足保障性的生
活。为了养家糊口，他们的方
法就是加班，加大劳动强度，
延长工作时间，用透支生命
健康的代价来增加收入。在
很多户外体力劳动者看来，
高温补贴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收入，

他们甚至不舍得拒绝高温下
工作的机会。于是，为了保障
高温下作业安全而发放的补
贴，反过来又成了刺激劳动
者的动力。

屡屡出现的高温作业事
故足以证明，仅仅依靠现有
的高温补贴去遏制不必要的
高温作业，仍有很大难度。
在现有的条件下，面对强势
的资本，政府部门的停工通
知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即
使发放高温补贴也可能适
得其反。因此，要想让体力
劳动者自觉地在高温中停
下工作，最根本的途径在于

劳动关系的改善和收入分
配的调整，让体力劳动者有
资本对不必要的高温作业
说“不”。不断提高体力劳动
的价格，就是从根本上提高
体力劳动者的福利和地位。
一旦劳动者有了议价的能
力，用工方再想以低廉的成
本侵犯劳动者的权益，也不
会有那么多劳动者自觉地
配合。所以，政府部门有责
任加大调控力度，提高体力
劳动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
工资收入水平，让高温停工
令真正成为保护劳动者的

“遮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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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策不改，楼市难起大浪

道歉不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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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省教育厅厅长为学生溺
亡事件道歉。政府官员主动
向公众道歉，并不多见，但因

为不多见，更值得我们为之
鼓掌。从法律角度上讲，教育
部门对此事件并无责任，但
厅长道歉代表教育部门对安
全教育不足做出的自省，这
也体现了道德上的自觉。以
往群众常见的现象是，官员
遇到问题总是能躲就躲，很
少主动揽责，更不愿出面道

歉。其实，官员主动道歉并不
丢分，反而更容易得到群众
的理解。通过道歉，群众看到
了官员的真诚，也看到了解
决问题的希望。所以，我为省
教育厅厅长的道歉叫好，更
盼望各地教育部门能以此为
动力，加强安全教育，避免类
似事件发生。 读者：王博

6月17日举行的陕西米脂县2012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笔
试，被爆出现了一本“神奇”的参考书。这本参考书提供了240道练习题，
其中的100题被选为今年陕西省米脂县事业单位笔试的考题。换句话
说，但凡认真做过这本参考书所有练习题的考生，其参加该次考试的押
题率可以达到“全中”。(6月20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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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

□陈庆贵

央行公布的二季度城
镇储户问卷调查印证了目
前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
预期变化。此份调查报告
是央行在全国50个城市对2

万户城镇储户进行调查后
得出的。换言之，调查结果
是借以研批调控即期成效
及未来走向的权威依据。

在我解读数据，调查
结果至少传递出三重信号：
其一，调控远未达到预期目
标。本轮高层强调的调控目
标是“房价回归合理价位”，
二季度68 . 5%的居民认为目
前房价“高，难以接受”，且环
比提高0 . 8个百分点，只有
29 . 4%的居民认为“可以接
受”，2 . 1%的居民认为“令人
满意”，显然不能说房价已经

“回归合理价位”；其二，楼市
异动已然影响居民对调控
的信心。近来媒体热炒少数
地区“楼市回暖”假象和“政
策松动”讹传，动摇了居民对
未来调控的信心。调查显示，
预期下季度房价上涨的居
民比例为20 . 4%，未来3个月
内准备出手购房的居民占
15 .7%，较上季度提高1 .6个百
分点，为2011年以来最高值

便是佐证。其三，投资意向蠢
蠢欲动。居民房地产投资占
比由上季度15 .1%升至16 .1%。
虽然相较此前超过25%的“炒
房”比例，房地产投资占比处
于历史低谷，但初显触底回
升之势，相较于今年一季度
的15 . 1%，此次足足提升了1

个百分点。
虽然近来楼市出现异

动端倪，但总体大势并未
改变。各地楼市库存仍然
高企，开发商不敢贸然断言
市场反转，以价换量策略短
期内不会改变，刚需释放支
撑的楼市“回暖”也未变化。
调查显示，房地产投资位于
第三位，等于同时告诉我们，
市场好转并未改变房地产
业仍属高风险领域的事实。
换言之，妄言楼市进入价格
上升通道为时尚早，甚至“八
字还没有一撇”呢。

但必须正视和警觉的
是，就像媒体热炒少数地
区“楼市回暖”假象和“政策
松动”讹传会影响楼市预期
和居民信心一样，毕竟成交
量复苏，成交价格止跌，购房
者政策期待降低，对房价预
期渐变，市场确实存在继续
量价齐涨的风险。

针对近期媒体关于房
地产信贷政策将有所松动
的报道，住建部新闻发言人
强调，当前各地要坚决按照

中央要求，继续坚定不移地
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各项
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工作。
特别是严格执行差别化住
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
购等措施，巩固调控成果。无
独有偶，央行新闻发言人上
周就“央行特急文件调整利
率及其涉及房贷利率”一事
作出回应：中央银行和监管
部门对个人住房贷款一直
实施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审
慎性监管。个别媒体称“央行
特急文件规定首套房贷利
率最低可七折”，有意曲解央
行政策意图，有市场炒作之
嫌。银监会上周也发布声明
称，近日有关媒体报道银监
会降低了个人住房抵押贷
款的风险权重“纯属误解”，
风险权重为50%，未做任何调
整。发改委上周针对“发改委
人士称地产松绑或是救市
第二张牌”的报道作出澄清
表示，该部门最近没有人接
受过该媒体记者的采访，有
关报道纯属捏造。

我相信，只要相关部
门真正给民众吃下“坚定
不移执行调控政策”的定
心丸，只要把政策不动摇
落到实处，楼市暗流就掀
不起大浪。

在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工作只不过是这种弱势地位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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