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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时培磊

炎炎烈日，不少户外劳动者
提出，与其发高温补贴，不如放点

“高温假”实在。在济南，尽管环卫
和建筑行业已经作出高温天分时
段“放假”的规定，可仍有不少农
民工的“高温假”打了水漂。

14日，在泺源大街一处工
地上，快到中午一点时，几位工
人正在路边休息，此时温度已接
近38℃。按照13日济南市建委发
布的《关于做好建筑施工行业应

对高温酷暑天气工作的紧急通
知》，气温达到37℃以上，各工地
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停工。此
时瓶子里的矿泉水都是温热的，
两位工人告诉记者，“一点的时
候就准时开工了。”

在这处工地上，工人要从
每天早上六点干到下午六点
半，中间就11点到1点钟两个小
时的休息时间。“每年都是这
样，夏天干活跟平时差不多，挺
遭罪，跟扒了皮似的。”

记者询问后得知，两位工

人都不知道有“高温假”一说，
他们表示即使有“高温假”，由
于工期不能拖延，包工头也不
会放他们回去休息。

除了农民工，在“宅经济”
和“高温经济”快速上涨的态势
下，一些户外工作的劳动者反
而更加忙碌，如空调安装工、快
递员、送水工等，处于连续高温
工作状态，却很难得到休息，专
家指出，高温下劳动者权益仍
需制度护航。

“我省高温假保障群体有

限，而在国外，高温假在劳动法规
中都有明确规定。”济南大学法学
院教授袁曙光说，从保障劳动者
的身体健康出发，国家应以法规
形式，制定切实可行的高温停工
应急机制，一旦发布了高温预警，
有关单位就该停工停产。

有媒体称，针对我国的现
实情况，一刀切推行“热假”可
能有困难，但可以适当调整工
作量。美国和加拿大在高温条
件 下 普 遍 采 用“ 高 温 适 应 计
划”，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记者
任磊磊） 七月天就像孩子

的脸说变就变，14日上午还是
烈日炎炎，到了下午，我省大
部地区，下场阵雨就立刻凉爽
了。14日17时，省气象局解除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

14日，在记者群里看到了
这样一段聊天记录。记者A：这
会儿N多拿着温度计在外测高
温摊鸡蛋的记者失望了。是的，
包括我。老天爷下起了大雨！记
者B：刚碰到友报记者去广场煎
鸡蛋回来。记者C点评道：本想
煎鸡蛋结果成了蛋花汤。

没错，14日的天就是这么神
奇。在济南，上午是炎炎烈日，户
外站上几秒钟，你的汗就会吧嗒
吧嗒往下掉。下午狂风阵阵，雷
阵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一阵
下。这冰雹让不少人认为是在下
雪，还一边叫嚷着“七月飞雪，实
在神奇”之类的鬼话。实际上，这
是夏日里常见的冰雹。

未来几天，高温暂时不会
卷土重来。据预报，未来几天
我省局部地区仍有雷雨或者
阵雨，受此影响，预计15日白天
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
35℃以下。

上午还很炎热

下午阵雨降温

本报滨州7月14日讯（记者
王晓霜） 13日入伏第一天，

老天马上就给大家来了个“下
马威”，外面热浪滚滚，直线飙
升一直到了41℃，成为入夏以
来最热的一天。入伏第二天，
高温丝毫没有减退的趋势，反
而愈演愈烈，当天最高温达到
了42 . 1℃，还是出现在邹平好
生镇。不过，这样极端的高温
天气不会再持续了，15日起或
有一场雷阵雨过程影响滨州，
届时将带来4℃左右的降温。

13日，入伏第一天，滨州的
阳信流坡坞、邹平好生两地达
到了41℃的高温，成为全省最
高。然而这不是最热的，14日，
入伏第二天滨州市温度继续
攀升，当天滨州所有县区最高
温度都超过了37℃，其中，邹平
好生达到了42 . 1℃的高温，再
次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纪
录。

42 . 1℃！入伏次日

最高气温再拔高

规规定定的的高高温温假假，，有有不不少少打打了了水水漂漂
专家：应建立应急机制为高温假护航

说说好好的的高高温温补补贴贴，，你你领领到到了了吗吗
记者调查发现，鲜有单位能足额发放，很多单位一个子儿没有

标准老，约束轻，监管跟不上，在不少单
位，高温补贴早已成了摆设。记者走访各行
各业发现，没落实、不按标准落实高温补贴
的还真不在少数，而一些劳动者对这点钱也
懒得追究。专家指出，避免高温补贴蒸发，需
法规保障，并对标准适时作出调整。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时培磊

现状 有的工作多年，都没听说过这笔钱

目前，高温补贴按不同作
业有两种发放标准，一类是非
高温工作者，一类是室外作业
和高温作业的人员。走访发
现，非高温工作者高温补贴几
乎都没有发放到位。

邵女士在一家证券行业的
事业单位工作，全部工作都在
室内完成，按照在岗职工高温
补贴发放标准，邵女士每个月
能拿到80元的补贴，而邵女士告
诉记者，“我工作三年了，至今没
有听说单位发过高温补贴。”

在许多事业单位，像邵女
士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其中
不乏一些省直单位。不少机关
单位，即使发放也不足额。有些
劳动者从属于私企，如送水工、
外卖人员，企业从来就没有发
放过高温补贴。

陈先生在一家勘察设计

单位工作，他告诉记者，一到
夏天单位就会准备不少和其
正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饮品、
药品，供员工取用，而高温补
贴却不了了之。据悉，目前有
不少单位以发放茶叶、绿豆、
清凉油的方式让员工消暑，而
不会选择直接给予补贴。

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
员中，也有不少单位没有落实
补贴。在泺源大街的一处工地
上，几位工人均表示，“来这儿
干活还没有收到过高温补贴，
也不清楚找谁去问。”

不少环卫工表示一月可
以领到100元的高温补贴，从6
月领到9月，另外还会发放洗
衣粉、绿豆、毛巾等降温八大
件。不过环卫工作为典型的户
外高温工作者，领到的补贴明
显低于标准要求。

原因 不发补贴习以为常，觉得没必要争这小钱

在一些特殊行业，由于工
资发放与高温补贴不同步、夏
季的工作不连贯等原因，单位
长年不发放高温补贴，很少有
员工去追究这笔账。

按规定，高温补贴按月发
放，在有些企业，则数月并发。

“像我们在工地干活的，工钱
都是按天发的，这个高温补贴
找谁去领、谁来管我们不知
道。”建筑工人老高无奈地说。
老高在这处工地上仅干了半
个来月，“这里挺乱的，有人来
了好几个月，有人来了几天，

发补贴应该挺费劲的。”
在调查中，不少室内工作

者，高温补贴不仅不被企业机
关单位重视，就连员工自己也
少有了解，相关规定成为被人
忽略的一纸空文。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高温
补贴仍沿用2006年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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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月
发放的地区中，相比山西和江
西每月240元的标准，山东省
仅是两省的一半。

建议 高温补贴应入法，需量化实施细则

对于执行了九年的高温补
贴发放标准，济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袁曙光说：“工资物价九年
翻了几番，标准却一直没调整，
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
应，每月120元在国内都是比较
低的。”

袁教授认为，随着工作环境
的变化、更多毒害元素的出现，
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作为保障劳动者权
益的高温补贴，应该根据实际发
展需求适时作出调整。

从权威性和约束力上来
看，山东省的高温补贴标准以
通知的形式下发，效力是比较
低的，这也导致不少企业不按
要求执行。“目前发放高温津
贴执行的是2012年修订的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作为部
门规章在效力上受到极大限
制。这就需要将之上升到更高
的法律层面，比如可以考虑将
高温津贴等高温劳动保护措
施列入劳动法，将相关权利义
务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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