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眼“细节”立法 高温津贴有戏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
人社部、全国总工会新近制定
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开始实施，取代了制定于1960

年、已经实行了52年的《防暑降
温措施暂行办法》。针对曾出
现过的克扣或变相减少劳动
者高温保护和津贴的现象，新
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

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
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
的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
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
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政策实行了半
个多世纪，但就现实状况而
言，正如上述国家各部委所
发现的，克扣或变相减少劳动
者高温保护和津贴的现象仍
时有发生。每到炎炎夏日，对
于奋战在一线的很多高温作
业人员来说，高温津贴常常如
同天上的馅饼，可望而不可
及。如何让高温津贴落到实

处，始终难有协同一致的解决
之道。

一件看似不应成为问题
的小事，却成为一个棘手的
难题，无疑与当前复杂的社
会分工状态、劳动就业形势等
息息相关。高温津贴难兑现的
背后，实际是当前社会劳动就
业环境的真实缩影。新出炉的

《防暑降温管理办法》针对这
一具体问题，拟定具体措施，
一方面显示了国家解决此问
题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
这一福利的落实确有难度。

一方面，以往国家各部

委制定的政策大多是“指导
性”的，常由下面具体制定配
套措施。在强调政策灵活性
的良好初衷下，往往导致“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高温津贴政
策如泥牛入海，无法兑现为
实惠，也就不难理解。

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
在高温作业人员议价能力普
遍较低的情况下（比如以占
据相当规模的建筑工人为
例，“讨薪”事件尚时有发
生），当最基本的劳动权益仍
不断被损害时，类似高温津

贴等“劳动福利”的实现更是
难上加难。

从以上角度来理解，《防
暑降温管理办法》的意义，首
先就在于通过明确而又“接地
气”的表达，从立法的高度上
明确规范了高温津贴的涉及
内容。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粗
放式的指导性、导向性政策意
见相比，这种细节化的表述，
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可能产生
的政策漏洞，进而可以有效压
缩用人单位“灵活执行政策”
的钻营空间。这种具体化的细
节规定，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了

落实高温津贴的可行性。
“新生”的高温津贴政策

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多指向
劳动者权益的薄弱环节。此番
国家多部委从具体问题着眼，
着力解决现实问题，让人看到
一分希望。这也是该《办法》值
得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等多加学习的地方——— 以细
节化的规定，冲破现实问题的
阻挠。美中不足的是，该《办法》
的前身整整“暂行”了52年。面
对“酝酿”了逾半个世纪的这
一点进步，内心的欣喜不禁减
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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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昆

7月4日，因报道县委书
记慰问贫困党员现场出现

“天价烟”而被停职的西安晚
报记者石俊荣复职。石俊荣
称 :“这是事实、真理和民意
的胜利 !权力社会中 ,每个好
人都可能会成为弱者 ,都需
要支持。”（7月5日《齐鲁晚
报》）

西安晚报曾通过微博发
表声明称：之所以将石俊荣
停职，是因为他未到现场实
地采访。倘若按照这一逻辑，
几乎所有“天价烟”记者被停
职的报道，其发稿记者恐怕

都是该被停职的。在复职之
后，石俊荣依然认为他的报
道“不完美”。但“不完美”并
不代表报道就有问题。是的，
在这个微博时代，苛求记者
必须“去现场”已经不合时
宜；只要报道没有失实，加诸
其上的任何对记者的惩罚，
都有权力滥用之嫌。

有网友质疑：石俊荣之
所以遭遇停职，是因为有关
部门在给西安晚报施压。是
的，按照公众一贯的逻辑，对
于兢兢业业、拼搏卖命的记
者，报社一般是不忍“痛下杀
手”的。倘若没有来自上级的
压力，报社不太可能因为一
篇报道的“不完美”，就将一
名老记者停职检查。真相到
底如何？石俊荣没有说，西安

晚报也没有回应。停职来得
莫名其妙，复职又是神神秘
秘，这样的停职与复职，不
仅会伤害报社与政府的公
信力，也会使因停职事件
心生恐惧的记者与公众无法
释怀。

石俊荣称 :“这是事实、
真理和民意的胜利！”是的，
媒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有
效，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开放
的平台，使得各种信息和
观点能够自由碰撞、争鸣，
最终能够形成对某一事件
全面、真实地再现。这就要
求社会对媒体和记者应该
有一定的宽容度，赋予其
保护新闻来源权、答辩权
和更正权等多种权利。换
句话说，即便记者的报道

出了问题，也要给予他答
辩与更正的机会，不能随
便对其停职或处罚。

遗憾的是，这起公共舆
论事件，却只有西安晚报在
微博中的一句回应。如此简
单的回应，与这起事件引发
的广泛影响，无疑是不相称
的。即便被停职的记者复职
了，遗留在记者、媒体和公
众心中的疑惑与恐惧，恐
怕很难消除；倘若此事就
此不了了之，对此后的舆
论监督环境，公众与媒体恐
怕很难乐观。

有网友说，“前几天谁下
令停职此记者 ,事后应该停
职下令者 ,方能保证以后无
人乱扣帽子。”下令者是否应
该被问责，这个问题还可以

讨论，但至少要还公众一个
真相，以便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挽回各方公信力，重振舆
论监督环境。基于此，“天价
烟”记者停职事件，恐怕还是
未完待续。

切记，在 现 代 文 明 社
会，为达到一些说得清和
说不清的目的，动辄以各
种方式威胁舆论监督，这
是极其野蛮的行径。那些
正臆想着要把舆论监督掌
控在个人和小团体股掌之
中的人，在时代进步和民
智大开的今天，虽可得逞
于一时，但终将会被渴盼
社会正义的民众抛弃。

《防暑降温管理办法》这种细节化的表述，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可能产生的政策漏洞，进而可以有效压缩用人单位“灵活活执行政
策”的钻营空间。这也是该《办法》值得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多加学习的地方——— 以细节化的规定，冲破现现实问题的阻挠。

动辄威胁舆论监督是野蛮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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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市的黄小姐投
诉，她在该市一家水疗馆发现
女更衣室内装有视频监控，且
更衣室内的实况被直播到水
疗馆大厅。黄小姐称，水疗馆
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水疗馆
负责人称，设置视频监控并在
大厅直播视频是为了震慑窃
贼。(7月5日《新快报》)

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大
力实施“天眼工程”，“点、线、
面”全覆盖，可以说一切尽在
监控中。在为“天眼工程”的效
果欢欣鼓舞的时候，也有不少
法律界专家开始对摄像头密
布和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
矛盾进行探讨。我国对于隐私
权方面的法律保护还处于起
步阶段，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
相关法律，为此等行为画上句
号，还广大人民一个安心、自
由的私人空间。 王琦/文

7月3日下午，一家三口在
长沙一条河里游泳溺水，路过
的小伙邓锦杰下水救人。一家
三口获救，邓锦杰不幸身亡。岸
边围观的市民称，一家三口获
救上岸后马上离开，当群众进
行阻拦时，获救者竟然称“关我
屁事”。（7月5日《三湘都市报》）

见过冷漠的，没见过这么
冷漠的。但我们对冷漠的受救
助者不能止于口头的谴责，应
让他们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
前，我们曾经一直呼唤出台相
应法规，以避免出现见义勇为
却被反咬一口的情形。现在看
来，我们还应该在法律中规
定，见义勇为者因为救助他人
而给自己造成损失之后，被救
助者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

刘昌海/文

又见抢房

勾犇/画

7月4日上午9点不到，号称浙江温岭
城区周边最便宜的楼盘——— 西子花园，以
均价9000元/平米的价格，吸引了众多刚
需族彻夜排队购房。排了一夜的市民，早
上6点不到，就都醒过来，等待开盘。上午
开盘后，现场一度出现混乱，引起争吵。

摄像头与隐私权

冷漠被救者须担责


	A0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