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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了，气温也随之攀升，
出游旺季带动避暑游成为热门出
游主题。记者上午从多家旅游网
站了解到，进入夏季后，各地酒店
预订迎来高峰，以清凉避暑著称
的旅游目的地酒店持续走俏，酒
店价格普遍有三成的上涨。

避暑旅游城市

酒店价格最高涨六成

随着7月温度逐步攀升，国内
旅游市场进入一年一度的暑期旺
季。携程数据显示，进入7月份以
来，全国酒店价格普遍上调，其中
以避暑目的地酒店价格上涨幅度
最为明显。

比如九寨沟、秦皇岛、庐山、
承德等传统的避暑胜地价格上涨
幅度均达到三成左右，而滨海城
市也受到度假游客的欢迎，青岛、
珠海、大连等地的酒店价格都有
20%左右的上涨。

此外，近期各地开通到海拉
尔的航班，呼伦贝尔大草原成为
今夏的避暑热门目的地。伴随而
来的也是呼伦贝尔的酒店价格一
路攀升，7月平均预订价格达到
420元/间/夜左右，较6月约250元
的均价上涨六成以上。

预订高峰来临

价格或将明显上涨

避暑胜地旅游城市预订升
温，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依旧是酒
店预订最热门的区域。

携程网数据显示，7月份国内
酒店预订热门城市中，北上广位
列前三位。相较于热门旅游景区
而言，这些城市的酒店目前价格
相对稳定，除上海、厦门酒店价格
有所上浮外，其他各城市目前价
格变动不大。

携程酒店预订专家介绍，7月
份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大部分
酒店开始执行旺季价格，国内酒
店价格会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

“建议游客尽早关注目的地
酒店信息，提前预订为佳。”该专
家说。 据法制晚报

本报济南7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刘飞跃） 7月13日，滴滴顺
风车“桔色星期一”活动拉开帷
幕，邀请省城济南市民免费乘坐。
但由于气温将近40℃，很多市民
不愿意花半个多小时等顺风车，
等不及的乘客选择坐快车，一些
快车司机也趁机顺路拉起了乘
客。

7月13日是济南“入伏”首日，
这两天的气温将达到38℃，部分
地区甚至迎来40℃高温，济南彻
底进入“煎烤众生”模式。对于那
些怕热的市民来说，相比于拥挤
闷热的公交车，打一辆顺风车或
者专车或许更舒服一些。

虽然滴滴推出了免费乘坐顺
风车的活动，但是因为省城天气
太热，乘客等不及顺风车，只得打
快车出门，省城市民着实体验了
一把另类的“打车难”。

“中午我打算从泺源大街去
南郊宾馆，我一共叫了3次顺风
车，总共20多分钟，而且第一个10

分钟通知了270多辆车，结果没叫
上车！”市民王女士称，因为叫不
到顺风车，最后选择坐快车。

按照记者此前的采访体验，
与出租车、专车不同，像滴滴顺等
车拼车软件需要提前20多分钟下
单，最后民众能够坐上车估计三
四十分钟过去了。因此，在省城济
南变成煎烤模式的今天，哪位乘
客愿意顶着烈日等顺风车？

该快车司机告诉王女士，快
车今天下单的很多，因为顺风车
要等很久，但是天太热，很多人等
不及就直接叫快车了。他上午已
经接了十多单。“就算我们不用打
车软件，直接当‘黑出租’路边拉
客，只要比出租车贵两三元都能
拉。”该司机称。

本报济南7月13日讯（记
者 任磊磊 通讯员 陈金
敏 孙晶） 13日入伏首日，
我省就开启了夏日烤肉模
式，全省除半岛以外的大部
地区出现35℃以上的高温，
滨州市阳信县流坡坞镇、邹
平县好生镇两地甚至达到了
41℃的高温，出现今年以来
全省最高温。未来几天，市民
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夏烤模
式将继续开启。

13日头伏第一天，不少
济南的小伙伴一早是被热醒
的。从这一天起，一年中最热
的三伏天来啦！全省除半岛
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35℃以
上的高温，其中鲁西北、鲁中
的大部和鲁南的部分地区气
温达37℃以上，气温达40℃
以上的大监站有宁津、长清、
淄川和德州，全省最高温度
极 值 出 现 在 德 州 站 ，为
40 . 3℃。14日鲁西北、鲁中
和鲁南地区仍将出现35℃以
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济南、德
州、聊城、滨州、东营、淄博、
菏泽、济宁、枣庄等9市最高
气温将达到37℃，局部地区
39℃以上。

高温又逢干旱。记者从
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入夏
以来，山东降水持续偏少，部
分地区出现旱情，据7月8日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全省农
田干旱总面积约为377万亩，
主要是轻旱。据统计，5月1日
～7月11日，全省平均降水量
为113 . 2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少40 . 1%。

14日，鲁西北、鲁中和鲁
南地区将出现35℃以上高温
天气，其中济南、德州、聊城、
滨州、东营、淄博、菏泽、济
宁、枣庄等9市最高气温将达
到37℃，局部地区39℃以上，
为此山东省气象台于13日17
时0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13
日夜间到14日白天，鲁西北
的西部和鲁西南地区天气多
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
高气温：鲁西北、鲁西南和鲁
中的北部37℃左右，其他内
陆地区33℃左右，沿海地区
30℃左右。

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
鲁西北的西部、鲁西南和鲁
中的西部地区天气多云间阴
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
区天气晴间多云。雷雨地区
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
温：内陆地区33℃左右，沿海
地区28℃左右。

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
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
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
他地区天气多云。雷雨地区
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
温：内陆地区33℃左右，沿海
地区28℃左右。

见习记者 周国芳

13日刚入伏，各地的天就
如“铁板”了，自诩为“铁板烧”
的户外工作者都在期盼这高
温补贴，不少坐办公室的白领
不知道的是，非高温作业的室
内工作者也有份儿。

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
动保护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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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的

“高温补贴”是指防暑降温费。
“从事室外高温作业的人

员，多集中在建筑领域，比如
修路工人、工地施工人员，高

温作业是比较危险的，当日最
高气温达到40℃以上，当天就
应当停止工作。”省城劳动监
察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在室
内工作的劳动者，也有“高温
补贴”，只是补贴费用相对较
少。据了解，目前山东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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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天气，单位发了些
凉茶，这算不算补贴了？”省
城一家建筑行业单位的员工
咨询。记者了解到，用人单位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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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供
的清凉饮料等不能冲抵防暑
降温费。

高温补贴单位不给发咋
办？劳动者可拨打举报电话向
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举报，用人单位将面临最高
两万元的罚款。此外，记者从
省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获悉，
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规定
专项检查日前启动，尤其针对
室外高温作业的行业，如建筑
业、环卫等进行检查，专项检
查将持续到9月底。

避暑出游

酒店价格涨三成

天气热

忙坏了滴滴快车

全全省省最最高高温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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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室内内工工作作者者也也有有““高高温温补补贴贴””
每人每月80元，全年按4个月计发

记者了解到，全国至少已
有27个省份明确了2015年高温
津贴标准。记者梳理发现，高
温津贴天津日补标准最高，每
天补助24元。记者统计，全国
至少已有27个省份制定了高
温津贴标准，27个省份中，13

个省份发放标准为按月发放，
另有14个省份按天发放。

按月发放的地区中，如发
放高温津贴排名靠前的浙江、
山西、江西等省份，津贴金额
最高的为山西和江西，为240

元每月，浙江省为225元；按天
发放的地区中，标准最高的为

天津，24元每天，最低的为贵
州，8元每人每天，与天津相差
2倍。记者统计发现，在明确发
放时间的22个省份中，发放高
温津贴时间最长的是海南省，
为4月至10月，有7个月，紧随
其后的为重庆市，为5-10月，
时长为6个月。

据了解，在目前已制定标
准的27个省份中，多数省份的高
温津贴标准多年未调整，有的
地区甚至还在用10年前的标准。
补贴较低的广东省和湖南省均
为每人每月150元的高温津贴标
准，分别为2007年和2005年制定

的，至今没有提高。
最近调整标准的地区仅

有北京、天津、浙江、宁夏4地，
于2014年起对高温津贴标准
进行了调整。调整情况分别
为，北京室外和室内高温作业
的补贴最低标准上涨到每人
每月180元和120元；天津由每
人每天21元提高到24元；浙江
调整为高温作业工人每人每
月225元，非高温作业工人每
人每月180元。宁夏回族自治
区提高到每天12元和8元，同
时也将发放时间调整为6月至
9月。 据法制晚报

天天津津补补贴贴最最高高，，有有省省份份十十年年未未调调整整

13日下午3点左右，济南市解放路一工地，工人在高温中操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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