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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来论

□张涛

随着多地气温骤降，低温津贴的话题
再次受到关注。低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给予
低温作业劳动者的法定劳动津贴，由于关
于低温津贴的规定散见于国家和各地的
政策规定或标准中，缺乏专门性文件进行
明确，这笔津贴年年呼吁，却年年“遇冷”，
难以让符合条件的户外劳动者普遍受益。

（12月19日《工人日报》）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们对于低温

的职业危害缺乏足够重视。低温作业对人
体的危害是逐渐显现的，不像高温中暑立
竿见影，容易被人们忽视。还有不少企业
认为，给职工发放棉大衣、手套等冬季劳
保用品就是落实了低温福利。另一方面，
低温津贴在一些地方和场合停留在概念
层面，缺乏具体规定和实施细则。据专家
介绍，目前除了在《最低工资规定》中有所
涉及外，国家层面对于低温津贴没有统一

明确的政策。
缺乏强有力、可操作的规定，低温津

贴也就难免形同虚设。出于节约人力成本
的考虑，不少用人单位并不会主动给职工
发低温津贴。“法无明文不可为”，劳动
监察部门很难进行强有力的监督，而劳
动者在争取低温作业权益保障时，也时
常陷入窘境。此前有媒体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查询发现，涉及“低温作业”的仅有
11个省或直辖市的47份判决，判决结果往
往是劳动者的低温津贴诉求被驳回，缺乏
强制性法律规定是法院不予支持的主要
原因。

医学研究证明，低温作业容易造成冷
冻伤，还会诱发、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危害
同样不容小觑。2015年修订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分类目录》，已将“低温”列为职业
病危害因素之一。

在这方面，落实高温津贴的经验做法
值得借鉴。2012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等部

门联合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办
法规定，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
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用人单位
违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正。办法实施以来
成效明显，高温津贴得到了较好落实。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先从国家法
律和政策层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
推动低温津贴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去年
10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出台《哈尔滨市
寒冷季节室外劳动保护规定》，成为全
国首部明确低温津贴发放条件、金额标
准的地方性法规。期待今后能有更多地
方加快立法步伐，明确发放标准，加强
执法监督，让低温津贴真正惠及广大劳
动者。有关方面也应积极探索低温津贴
的顶层设计，指导各地结合实际进一步
细化制度，完善措施，切实保障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低温津贴亟待法治“解冻”
脱掉形式主义外衣

给年终总结挤挤水分

岁末年尾，又到了员工写年终总结、
用人单位进行年终考核的时候。近日，公
众号“深燃”发表名为《年终述职，打工人
拼了》的文章，几位职场人士讲述着自己
年终述职故事：直属领导帮忙改PPT，述职
前反复练习讲稿；年终自评，“不要展现苦
劳，要展现功劳”；被老板质疑工作成果
后，我紧急加项目“美化”年底述职；全公
司一起年终述职是形式主义，气氛压抑像
答辩……

在总结、述职、考核等年终活动面前，
不少人的感觉是摇摆在自由与不自由之
间。如果公司的年终考核流程简洁清晰，
员工发自内心认可公司文化，汇报总结或
许也就没那么“让人头秃”了。反过来，如
果同事之间在年终总结上“卷”得不行，甚
至各自使出浑身解数，让年终总结看起来

“高大上”，以这样的状态告别一年的工
作，想想其实也挺累。

其实，做好年终总结和年终考核，是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作开展，想要初衷不被
扭曲，想要年终总结、年终考核脱下形式
主义外衣，还是要回归到“实”这个字上。
做不到的事情却“画大饼”“吹牛皮”，最终
不过是“想得很美”；未来规划得“花团锦
簇”，但缺乏应有的积累和行动力，自然是
裹足不前，“工作年年如此、年年如此总
结”。要真正去回顾工作实绩、真诚地沟通
工作问题，展望未来时也不应好高骛远。
警惕企业或单位内的脱实向虚之风，治理
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年终总结、年终考核
才不会跑偏。 （白毅鹏）

抢手药临时入医保

囤药热该“熄火”了

12月17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将“复
方氨酚烷胺胶囊”等6个药品临时纳入本
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药品报销范围的通
知》。通知明确，经国家医疗保障局批准，
将“复方氨酚烷胺胶囊”等6个药品临时纳
入北京市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药品报销范
围，按照甲类药品报销。该通知自12月18日
起执行，有效期至2023年3月18日。

这个惠民政策一经推出，意味着囤药
热到了该“熄火”的时候。当居民出现相关
症状，只需到医疗机构看病，由医生决定
是否用药、用哪些药即可，不必在网上或
去药店抢购药品。这同时也意味着医疗机
构必然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药品供应，
避免出现药品可报销但无药可用等尴尬
现象。

当然，若想好政策能够产生最佳的预
期效果，医疗系统须仔细做好谋划，确保
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新增报销药品。医保部
门更应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的骗保新做
法提前做好防范，让医保新增报销的每一
分钱、临时列入报销范围内的每一片药，
都用到有需要的患者身上。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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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补偿客户损失？客户经理的“感情牌”太不专业

□赵志疆

近日，据媒体报道，有投资者在网上
晒出“理财赔钱，客户经理给补回来”的主
题帖。帖中表示：“我和这个客户经理认识很
多年了……前年介绍我买的一只股票目前
亏损了20多万，前几个月介绍的理财产品也
是一直赔钱的状态，到12月12日赎回亏了六
千多……她一直挺不好意思的，支付宝给
我转了七千。钱我收了，以后再多找她存
款、买理财吧。”

针对此事，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
况属于‘活久见’。在我十年的职业生涯中
还没听说过客户理财亏钱了，客户经理自
己掏钱补偿的事”。其实，不仅业内人士

“活久见”，寻常人也是闻所未闻。在金融
市场上，投资者和销售理财产品的金融机

构间，一向奉行“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
原则。换句话说，只要金融机构进行了产
品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决定
购买的理财产品，盈亏应该自负。如果客
户经理要为客户损失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那这份工作的风险性也实在太大了。

业内人士指出，客户经理这种做法虽
然看似贴心，实则有违规之嫌。根据《理财
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为理
财产品提供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担
保，包括部分或全部承诺本金或收益保
障”属于禁止性行为。对照之下，客户经理
自掏腰包提供补贴，隐隐有“提供直接或
间接、显性或隐性担保”之意，一旦双方产
生争执，这很可能成为一个不得不防的法
律瑕疵。

实际上，从客户角度来看，来自客户

经理自掏腰包的补贴也并非多多益善。客
户经理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否帮客户梳理
产品种类，推荐更加靠谱的产品。毕竟，比
起客户经理的私人补贴，能否赢取最大化
收益，才是客户更关注的内容。如果客户
经理无法提供科学准确的投资判断，即使
一次次用私人补贴来挽回客户，客户最终
也会抽身而去。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
举呢？

毋庸讳言，当下的理财市场本身充满
了各种不可预知的变数。越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越是凸显了客户经理的专业性与重
要性。客户经理打“感情牌”可以理解，但
更需要打好的还是“专业牌”，由此，首先
就应该将投资理财行为约束在法律框架
之内——— 健全的法律保障本身，对于双方
都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马路为何变“溜冰场”？洒水作业研判不可“打滑”

□吴睿鸫

气温在0℃以下，洒水车却上路继续
洒水，导致部分路面结冰，多名骑电动车
的市民因此摔倒。12月19日，河南信阳罗
山县当地政府表示，18日降温幅度很大，
相关部门作业前研判失误，未对洒水时间
作出调整。政府部门将对摔倒群众采取赔
偿措施。

在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的谴责与追问
下，罗山县政府工作人员坦承，职能部门
出现了研判失误，没有对洒水作业时间作
出调整，对因道路结冰摔倒的群众，正积
极采取赔偿措施。从网友的留言来看，当
地政府部门知错就改的态度，得到了网友
的理解和认可。

洒水车之所以在各地荒唐事件频频
出现，一方面源于城管分包机制。在不少

城市，洒水作业是购买第三方服务，而
职能部门对洒水作业，以每天洒水次数
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若完不成指标，服
务企业就会受到相应处罚，甚至被解除
合作关系。基于利益考量，承包洒水企
业，只会围绕考核指标，至于什么时间作
业、洒水后会不会结冰、结冰后会不会有
安全隐患，则缺少考虑。

另一方面，缘于缺乏制度性保障。尽
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
定，洒水车、清扫车等机动车应当按照安
全作业标准作业，但究竟何谓“安全作业
标准”，在不少地方存在着模糊地带。即便
有些地方笼统地规定，当气温在零摄氏度
以下时，要停止洒水作业，不过由于缺乏
相应的罚则，洒水车还是会在零摄氏度作
业，路面还是会屡屡出现变“溜冰场”的现
象。

对洒水作业，各级政府部门要出台公
共政策，进行制度设计，尤其针对冬季洒
水结冰，应做到因“季”制宜。具体点讲，在
冬季结冰季节，可根据实际气温灵活设计
洒水时间与次数，譬如，北方城市可利用
中午未结冰时间点进行作业；又如，若天
气始终处于冰点以下，可以取消洒水作
业。同时，对洒水车不按规定作业的，要制
定相应罚则，并依据相应法律，若出现重
大安全事故，洒水车所在企业也要承担连
带责任。

小小洒水车，看似是民生小问题，却
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政府部
门应切实负起责任，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装在心中，多一些统筹考量，少一些盲目
应对。唯此，类似事情方能有效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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