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招：加大惩罚力度

惩处方面的欠缺， 使得用人单
位违法成本较低， 对高温津贴背后
的劳动者权益缺乏敬畏。 对那些长
期不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的企业，

要加大处罚力度。

不少地区也出台了相应的惩罚
措施，但鲜有一家企业因不发高温津
贴受罚。 有关部门的检查只打雷不下
雨， 并不触及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

后者自然不会太拿高温津贴当回事。

所以很有必要“杀鸡给猴看”，可以用
一些实在的典型案例震慑一下。

说实话，高温津贴并没有多少，

而且也根本无法与高温工作者的辛
劳成正比。 也许在很多企业眼里，它
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但在劳动者眼
里， 如果这点涉及自身利益的“小
事”得到了切实解决，他们必会由衷
地感受到政府部门和企业对自己的
爱心与理解， 想必他们会用更无怨
无悔的劳动去回报。

真心期望， 高温补贴不再成为
明年炎炎夏日里的关注话题。

(

据新华网
)

第一招：立法+普法

破解高温津贴发放落实难，需
要尽快将其写入《劳动法》等法规，

上升到法律层面， 使其变成一种刚
性约束。 同时，执法部门要强化监督
和执法力度，把发放高温津贴的“执
行底线” 划得更加精准。 高温周期
内， 气象台每月提供当地属于高温

天气的日期，作为企业发放高温津贴
的依据。

另外， 相关部门要强化宣传引
导，让务工人员明确自己的合法权利，

敢于维权。 比如利用公共
LED

屏幕、

手机短信、微信等广泛宣传，让群众了
解这项津贴的发放标准、流程等等。

第二招：专项检查，鼓励举报

相关专项检查不能流于形式，

也不能搞“闭门检查”，必须让检查
过程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 哪些
违规企业受到怎样的查处，须有“下
回分解”，给社会一个交代。

也有专家建议，专项检查能否
变成常态监管， 例如将高温津贴

纳入工资的设计中， 不发津贴视
为克扣工资， 追究涉事企业的法
律责任。

另外， 各地政府要设立举报电
话，强化监督。 开通匿名举报电话或
者网络平台， 让广大劳工们有便利
的渠道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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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拿不到的“高温补贴”

不如干脆取消

作为年年准时会被再说一遍的
老话题， 高温补贴其实没什么好说
的，拿得到的依旧拿得到，拿不到的
依旧拿不到。 每月多出来的一两百元
钱，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数目，但依旧
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从来没
有拿到过。 对此，最容易想到的诉求
就是：请相关部门来查一查。

确实，人社部每年都会发文搞专
项检查，可是能不能查到你老板的头
上就不得而知了。 搞专项检查的官员
那么少，被拖欠高温补贴的员工那么
多， 指着专项检查帮你拿到高温补
贴， 概率其实已经和中彩票差不多，

只是中奖金额更少而已。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

以上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
到

33℃

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
温津贴。 照此规定，在

33℃

以下室内
工作的， 其实不应该拿到高温补贴。

可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最容易拿高
温补贴的， 恰恰是有空调可吹的人。

此外， 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国企，发
高温补贴一般不看岗位， 而是论编
制———有编制的，吹空调照发，没编
制的，成烤肉也没有。

高温补贴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
是这种“把手伸到企业内衣”的政策，

注定难以落实。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
是：真正该发的没有，不该发的反而
有，类似于某种特权福利。 事实上，对
企业来说，该不该给员工发放高温补

贴，真的不需要文件来“规定”。很多企
业在员工生日或者在传统节日都有实
物或现金补贴， 但这些都是没有文件
“规定”的。

高温补贴也一样，无论有没有“规
定”，会发的企业还是会发，不发的企
业依然不发， 劳动者的选择要比文件
的“规定”，有力得多。如果关于企业员
工的任何福利待遇， 事无巨细都要由
文件来“规定”，那只能说明这个劳动
力市场的供需严重失衡。 以前都是民
工排队求职， 高温补贴规定还有其合
理性；但现在，“民工荒”已成常态，高
温补贴规定因此并无必要。

不断调整高温补贴标准， 并且每
年开展专项检查，的确是在积极作为，

但不仅效率很低，而且公平很成问题。

对拿不到高温补贴的人来说， 取消高
温补贴， 他们的实质利益不会受到影
响，反正是没有；对正常发放高温补贴
的企业来说， 取消后绝大多数依然会
发，因为省小钱失人心划不来。反倒是
本不该拿其实年年都拿的人， 取消高
温补贴会让其少一个发钱的理由。

高温补贴的发放与否， 交给企业
独自去决策就可以了； 比高温补贴大
得多的事情，企业都能自主决策，偏偏
这一两百元钱，非用文件“规定”不可？

在某些人实质上的特权福利， 与某些
人实质上的废纸一张之间， 取消高温
补贴规定， 如果能够节省一点华而不
实的专项检查开支， 为已经支付空调
费的纳税人省一点不该发的高温补贴
费，倒也算是好事一桩。 （舒圣祥）

多省份已制定标准，但一些企业仍是“纸上清凉”———

三招应对高温津贴落实不到位

近日， 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温
季，不少地区连续出现高于

35

摄氏度的天
气。 记者调查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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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明确了津贴发放标准，本月全
国范围内也将开展用工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
情况专项检查，高温津贴发放情况被列入其中。 应该说，无论是国
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对高温津贴发放都十分重视，并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

“硬杠杠”有了，但落实不到位，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

年年都在呼吁按时发放高温津贴， 可年年都有问题曝光。

这说明，政策落实光靠呼吁、靠一些企业“良心”发
现，是很无力的。当呼吁无用和企业自觉度不

够时，使用一些“实招”“硬招”就很
有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