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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夏至
进入最热三伏天
郑州今日阴天有阵雨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报，20 日夜里

到今天白天，我省南部多个地区将出现中
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虽然近期降雨频繁，
但温度依然较高，根据预报，今天到明天，
黄河以北和中部部分地区高温将达 37℃。

三伏天尽量避免午后外出
今日6时34分进入夏至，我国将进入最

热的 60 天。今年的初伏是 7 月 17 日~7 月
26日，中伏是7月27日~8月15日，末伏是8
月16日~8月25日。在这个时节，要尽量避
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饮食可清淡些。

昨天夜里到今天，信阳、驻马店、周口三
地区和商丘地区南部及永城、鹿邑、新蔡、固
始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
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
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全省最高温度37℃
今天到22日，我省黄河以北和中部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37℃。
22 日，我省东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北

部、西部多云间阴天，下午到夜里有阵雨、雷阵
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23 日，我省黄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雨，
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
阴天，有阵雨、雷阵雨。

今天，郑州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偏东风2~3级。最低温度：24℃~25℃；
最高温度：34℃~35℃。今天夜里到22日白
天，郑州市多云，26℃~36℃。22 日夜里到
23日白天，郑州市多云转小雨，25℃~31℃。
郑州晚报记者 王军方

今日夏至，郑州进入最热三伏天
全国28省份出台高温津贴政策，落实情况如何？

有企业违规用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温季，不少地区连续出现高于35℃的天
气。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制定高温津贴标准，但发放名目、标准等差异
很大。一些中小企业的高温津贴仍是“纸上清凉”，有的企业违规以防
暑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国已有
28 个省份制定高温津贴或防暑降
温费标准，不过各地政策存在不少
差异。

各地制定的政策中，有的称为
高温津贴，有的为防暑降温费，还
有的省份将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
费明确区分，如陕西省规定防暑降
温费最高每人每天 15 元，高温津
贴为每人每天 25 元。广西、贵州
明确提出两者不能重复发放。天
津规定，应当在发放防暑降温费的
基础上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陕
西人社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
拿防暑降温费者符合条件的可以
同时拿高温津贴。

虽然各地规定高温津贴适用的
月份集中在6~10月，但具体计发方
式各异：有的按月发放，有的按天计

算，有的则按小时计算。
对于具体计发的时段，天津等

地规定按实际 35℃以上的高温天
数算；山东是 6~9 月份中无论有没
有高温天气，都会按月发放。河北
则规定，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以作业
环境为依据并以实际出勤作业时间
确定。“达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才算，
按小时计算。”河北人社服务热线工
作人员说。

山西、北京等不少省份规定室
内气温≥33℃、露天气温＞35℃环
境下工作的职工才可以领津贴；山
东、陕西则规定，一般工作人员也有
津贴，即使是坐在空调屋里的管理
者、财务人员也有防暑降温费，只是
相对较低。

各地高温津贴高低不一，普遍
在每月100元至300元。

记者近日在广东、北京、吉林等
多地调查发现，虽然不少企业已严
格落实高温津贴制度，但部分企业
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高温津贴仍
是“纸上清凉”。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广场旁，
一家化妆品公司促销员卢敏说，
没有高温津贴。“小公司本身规模
不大，不像国企那么规范，只希望
能把工资按月发给我就好了。”合
肥市政务区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
崔龙表示：“公司不大，赚到了钱

大家分一分，哪能分清楚什么高
温津贴。”

根据国家多部委出台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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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企业还在以防
暑饮料充抵高温津贴。“按照标准
是每月 150 元高温津贴，去年每月
却只发了 100 元，还发了一些饮料
代替。”广州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
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许多劳动者
拿不到高温津贴的背后有多重
原因：

一是不少用工无劳动合同，
部分群体无法规保障。记者采访
的多名工程承包商都表示，现在
建筑工地大部分最后都变成私人
承包，“没有劳动合同，更不会有
高温津贴”。有的包工头甚至表
示，头一回听说还有高温津贴这
回事。

记者采访时还发现，不少环
卫工人已是 60 岁以上的劳动
者，而 60 岁以上的劳动者并不
能签订正常的劳动合同，只能签
订劳务合同，不适用相关高温津
贴规定。

二是政策规定模糊、维权
难。如何发高温津贴不少地方没
有明确规定。一些地方的人社部
门表示，只能靠企业自己定，如果
有纠纷再进行仲裁，“政策没有规
定得这么细”。

三是对企业约束不足，发不
发“全凭良心”。虽然不少职工知
道自己应该有高温津贴，但许多
人不愿意申诉。记者采访的部分
环卫工也表示，没人去投诉，“大
家聊天时说到这事，也就是说说
而已”。

对此，专家认为，应通过政
府、企业、职工及社会组织多方共
同努力，为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
织密“保障网”。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
说，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细
化法规政策并加大宣传力度，这
样一是可以让企业知道哪些高温
津贴必须发，二是可以让职工了
解自己应有的权益。

部分专家认为，虽然各地出
台了关于高温津贴的相关规定，
但落实力度有待加强。“应加大抽
查力度，对没有落实高温津贴相
关规定的用人单位给予严格处
罚，并公示曝光；严重的应列入诚
信黑名单，从而起到警示作用。”
王忠武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
学系田毅鹏建议，工会、妇委会等
组织应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加强
作为，以解决单个职工高温津贴

“敢怒不敢言”的问题。
在落实高温津贴保障劳动者

“清凉钱”的同时，部分专家认为，
还应该注重落实国家关于高温作
业时间等相关规定，给予劳动者

“清凉权”，从根本上减少高温作
业对劳动者的伤害。

王忠武等专家认为，应尽可
能采用良好的生产工艺，使用隔
热、通风等设施降低工作环境温
度，从源头上减少高温危害。
据新华社

加大抽查力度
没落实的予以曝光

有省份规定可同时拿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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