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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发发高高温温补补贴贴，，你你敢敢找找老老板板要要吗吗
很多企业员工享受不到这项福利

高高温温““烤烤验验””，，更更是是监监管管考考验验

高寒

随着高温一起到来的，还
有对高温补贴的讨论。尽管山
东早就出台了补贴标准，但在
执行过程中，最应该拿到补贴
的一部分人仍然与之无缘。

高温补贴之所以难以普
及，从用人单位和员工的角度
来说，自然是单位想少花钱，
员工担心因几百块钱丢了工
作而不敢维权。从监管的角度

上来说，则是监管部门没怎么
把高温补贴当成不可缺少的
东西，监管跟不上，用人单位
的执行自然是“不催不动弹”。
而没有监管部门撑腰，劳动者
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在高温下工作，并不是忍
忍就能过去的简单活。在工作
中发生脱水、灼伤、中暑等情
况是高概率事件，严重的甚至
会危及生命。相关的政策既然
已经出台，部分“好单位”也已
经执行，那就要求监管单位确
保这一福利不为个别人所独
享。否则，这项本该造福劳动
者的福利，反而会造成新的不
公。

高温同暴雨严寒一样，都
是一种危险的自然现象，劳动
者冒着高温工作，理应得到补
助。而这种补助，也绝不应该
只停留在纸面上。

发放补贴不能只依靠用
人单位的自觉，更得靠监管人
员的强力执行。要给劳动者撑
好遮阳伞，监管部门就该知道
头顶的太阳有多毒。一定程度
上说，夏日高温，对工人是

“烤”验，对执法监管部门也是
一种考验。而高温补贴不仅是
钱的问题，更是关系管理者是
否真正从劳动者角度考虑，是
关系到是否真正尊重劳动者
权益的问题。

山东多地进入“烧烤模式”，高温补贴的申领再次成为公众关
注的焦点。早在去年7月底，山东就提高了高温补贴执行标准。但现
实情况是，高温补贴仍然是少数“好单位”员工的福利。

本报记者 李凤仪

机关事业单位出门少

反倒能领高温补贴

“从来没听说过高温补
贴。”在菏泽牡丹区一建筑工
地，工人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
致的：“我们都是和包工头约定
的口头薪资，除了工资外，什么
福利都没有，更不要说高温补
贴了。”同样，快递行业从业者
也需要长时间户外作业，但目
前发放高温补贴的物流公司寥
寥无几。

目前来看，高温补贴只是
一部分人的福利。现在能够正
常发放高温补贴和其他夏天福
利的单位，多是一些机关事业
单位，其员工反倒不经常在高
温下工作。同时，很多户外工作
者尤其是私企员工并没有享受
到福利，却要忍受着热浪，更多
地坚守在一线作业。

“高温补贴一般是职工和
企业签订正式合同，白纸黑字
规定后才起效果。”菏泽市人社
局劳动关系科负责人介绍,像
建筑行业等职工流动性大的单
位,高温补贴发放执行起来相
对比较麻烦。

领不到高温补贴
可直接向人社部反映

按照山东现行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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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非高温、室内作
业人员每人每月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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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标准是在去年8月份新
施行的，之前山东的标准为室外
120元，室内80元，这一标准在全
国排名最后。

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份制
定了高温补贴标准，13个省份按
月发放，其余的按日发放。而折
合后，山东的这一标准属于全国
中游。按月发放的省份中，最高
的山西和江西均为每月240元，
浙江为225元。而按日发放的省
份中，最高的天津为每天24元，
最低的贵州为每天8元。

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果职工碰到企业没有发放高
温补贴的，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维
权，一是向人社部门反映，二是
拨打职工维权热线12351。如果
投诉人所在单位有工会组织的
话，总工会也将全力配合跟踪事
件进展。

在菏泽街头，一位工人正顶着烈日工作。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高温烤城·补贴“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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