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很难熬
医生教你咋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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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目前正值夏季，随
着气温的升高，很多市民出现了胃口差、浑身无
力等现象，直呼“夏天可怎么过啊，什么时候才
是个头？ ”记者采访了医院方面的专家，希望医
生的建议能对市民度过夏天有所帮助。

对此，市中医院韩医师提醒市民，在饮食
上要以清淡为主，多食冬瓜薏米粥、绿豆海带
汤、绿豆粥，适量吃些瓜果（西瓜、冬瓜、苦瓜）等
解暑食物，少吃肥腻煎炒食品，特别是烧烤类食
物；注意多喝水，每天清晨起床后、上午

10

时左
右、下午

3

时
～4

时、晚上就寝前这
4

个时段，各
饮用

1

杯
～2

杯白开水（不要喝饮料），当出汗较
多时，可以适当喝点盐汽水；注意保持充足睡眠
（

8

个小时左右）， 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
口和电风扇下；空调设置为

27℃

为最佳，不要
把温度调得太低，否则室内外温差太大，更容易
中暑或感冒；外出多穿透气性好的棉衣服，更好
地散发身体热量， 减少外出活动， 特别是

10

时
～15

时，尽量避免外出和剧烈运动。

韩医生说， 这些预防措施可以有效地防
暑降温，使得身体的消耗得到及时补充，不适
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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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洪
昌林告诉记者， 监察大队每年也经常接
到类似谢女士这样的投诉， 但往往在工
作组实地调查时，会面临着无法取证，或
者很多人尤其是打工者因为私人的原
因，不愿意透露相关的细节，导致很多投
诉不了了之。

洪昌林提醒广大求职者， 如果是
在网上看到的招聘信息， 要注意保存
原始网页或者截图等证据， 但现在招
聘信息比较泛滥，各种网站、小广告刊
登的招聘信息五花八门， 不要轻信广
告， 工作前要先对用人单位有个全面
的了解， 如有无营业执照和固定办公
场所、经营状况如何等，尽量选择一些

信誉佳、实力强的大公司；如果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 那么平时要注意收集有
关劳动关系的证据，如考勤表、工牌、

工资单等； 目前我省的最低工资标准
是每月

1100

元，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
每天

8

小时， 某些职业因为行业需要
会适当延长劳动时间，但需经过报批、

有关部门审批合格后才可执行； 即使
根据劳动协议， 有每天工作时间的规
定，在超出

8

小时以后，超时时段也可
以要求支付

1.5

倍的工资； 如果是法
定节假日， 则需支付

300%

的报酬，周
六、周日等休息日，则需要支付

200%

的报酬； 如果用工单位以种种理由克
扣劳动者报酬， 不得超过所支付报酬

的
20%

，而如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则不允许克扣工资。 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 如果有市民在河区内发生劳
动纠纷， 可拨打河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值班电话

6692800

进行投诉。

记者调查时发现， 有超过一半的人
都表示自己身边亲人或者朋友曾在暑期
打工时，吃过或大或小的亏，但绝大多数
人往往因为损失并不大，抱着“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愿举报也不愿提供
相关材料，任商家欺诈。本报将一如既往
地为广大市民呼吁、奔走，既保证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也能让商家规范
用人制度。 相关线索请拨打《信阳晚报》

新闻热线
13303766110

。

不签合同、乱扣工钱、随意开除

暑期打工，如何维护我们的权益？

本报记者张继疆孙浩然张诗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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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记者接到市民谢
女士的投诉， 称自己在中山
北路某服装店打工时遇到了
店家不签合同、乱扣工钱、随
意开除等不公正待遇。 暑期
也是大学生兼职、 实习的高
峰期， 不少商家纷纷打出招
聘启事， 那么劳动者在暑期
打短工时，会遇到哪些陷阱，

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
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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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是在网站上
看到了服装店的招聘广告，上面写的是
月薪

2000

元，但是在上班数天后，才得
知自己的薪水构成是“底薪

+

销售提
成”，实际底薪

1800

元，月销售额达
4

万元， 才能拿到
1900

元。 但据记者了
解，无论月销售额是多少，均无

2000

元

底薪的标准。谢女士和店家双方并未签
署任何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

6

月
1

日，谢女士正式上班，吃饭休息时间为
中午

1

个小时，晚餐半小时。某天，在吃
饭时间内有顾客进店购物， 无人接待，

店家就将吃饭时间缩短为半小时和
20

分钟。

6

月
7

日
21

时
40

分，因仍有顾

客在店内购物，店员均未下班，随后店
家安排谢女士打扫店内卫生。由于时间
较晚，谢女士随意打扫了一下，谁知第
二天（

6

月
8

日，周六）就接到了店家的
电话， 称其已被解雇并通知她到店结
账，原本应发

600

元，店家称其违反有
关规定，要扣

200

元，实发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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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下午， 记者来到该店，在
出示了相关证件后， 提出想要采访该店
店长或相关负责人， 不料该店内一名李
姓店员始终以“工作忙”、“没店长”等理
由搪塞记者。 记者随后在店面前张贴的
招聘海报前拨打上面提供的招聘电话，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在记者拍照留证

时， 李姓店员冲出店来对记者说：“你们
拍什么拍，你们这是违法的。 ”记者随后
告知其采访目的， 不料待记者拿出录音
笔时，李姓店员甩下一句“我就是不接受
你们采访”后转身离去。

随后， 记者对该店内的其他店员
进行了暗访， 了解到该名李姓店员实

际就是该店老板。 由于其他店员均在
该店交有押金（从第一个月工资内扣
除），不敢当面指证老板。 其中一名店
员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月底辞职，并表
示如果自己在讨薪、 拿回押金等问题
上受到老板刁难， 希望记者能够帮助
其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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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针对谢女士这段经历， 她遇到
了哪些陷阱，劳动者该如何避开呢？还有
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为此，记者采访了
河区五里墩司法所所长刘国华。 刘国
华提醒广大劳动者： 尽管谢女士打工仅
仅经历了

7

天， 但她所遇到陷阱也是很
多人经常遇到的。 一是未签署任何书面
的劳动协议（合同），按照新《劳动合同

法》的规定，即便只做一天工，都要与招
聘单位签订劳动协议； 二是避开高薪陷
阱，针对谢女士“底薪

+

销售提成”的这
种情况，由于应聘时并未说明，实际上已
经构成了招工欺诈；三是按照新《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一周劳动时间不得
超过

40

个小时， 谢女士每天要工作
11

个小时， 超出部分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加

班工资。

除此以外，还应注意：名目繁多的
押金不要交，用人单位私自向求职者收
取押金属于违法行为； 扣留身份证、学
生证等有效证件更不合法；在解除劳动
合同时，如果是长期合同，应给予劳动
者一定的时间，提前通知，而不是随心
所欲。

部门观点

法律援助

店家态度

事件回放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豫）医广（

2011

）第
09-05-326

号

信阳 154医院肛肠诊疗中心

省、市医保（新农合）定点医疗单位

全程无痛 微创新技术

健康咨询：

0376-6160154

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孕育热线：

0376-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

豫
)

医广
[2012]

第
02-22-0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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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关注民生、聚焦热点、搭
建平台、服务群众。 即日起，本报将在民
生版开设“民生会客厅”专栏，围绕社会
民生热点话题邀请读者、专家、相关人士
等参与讨论， 对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解
析，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大家搭建交流和
沟通的平台。 晚报“民生会客厅”急读者
所急， 应读者所需， 及时为读者排忧解
难，解疑释惑。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提出自己
的见解和看法， 也可以告诉我们您所关
注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探讨和交流。您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互动：请拨打《信
阳晚报》 新闻热线

13303766110

和我们
交流； 也可以将意见和建议以文字形式
发送给我们， 邮箱账号：

xywbnews@126.

com

；或者登录腾讯微博，

@

信阳晚报社
与我们互动。

本月讨论的话题是“学生如何安全度
假”。

十位热心出租车司机代表

成为本报新闻热线信息员

欢迎更多的市民踊跃拨打
13303766110

有奖新闻热线提供
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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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方）近日，信阳
晚报社诚邀我市

10

位出租车司机代表成为
本报的新闻热线信息员，他们是：陈其发、张
永峰、吴正东、牛勇、陈伟、陈学力、张俊明、余
新宏、穆华涛、马青松。这是本报为贴近民生、

服务读者，全力打造的又一新闻报料平台。

作为我市优秀出租车司机的代表， 他们
工作覆盖区域广，接触人群多，同时拥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 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反映城市
生活、传递百姓心声作出贡献。

同时，本报也热烈欢迎来自全市各行各业
的热心市民参与进来，为共同建设美丽信阳出
一份力。 对于踊跃提供新闻线索的市民，本报
将评出优秀新闻热线信息员，并予以丰厚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