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温温津津贴贴，，
应应该该给给职职工工个个明明白白账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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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 7月3日至8月3日将在全国组织开展用人
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是招用农民工较多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劳务派遣单位， 重点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特别是建筑施工企业
遵守按月足额支付工资规定情况、 用人单位遵守高温津贴规定情况等。 人社部此次开展
专项检查， 又让每年都受到舆论关注的高温津贴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已经运行多年的高
温津贴还有哪些难点呢？ 是否还存在用工单位随意不发放的情况？ 本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探访】
快递送餐员流动快
按件拿钱没津贴

气温持续保持高位， 那些在
高温下工作的露天作业的劳动者
们是否能按时领到高温津贴？ 国
家安监总局官网5月17日公布了
《关于做好2017年夏季防暑降温
工作的通知》， 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 以上 （包括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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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 包 括
33℃） 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
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根据
北京市安监局、 卫计委、 人社局
和市总工会联合发布的相关文件
规定， 北京市高温津贴的发放时
间为6月至8月， 室外露天作业每
人 每 月 不 低 于 180元 ； 在 33℃
（含33℃） 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
业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 那就
意味着从本月 （6月） 起， 职工
的工资里应该多一笔高温津贴的
费用， 那实施的情况如何， 本报
记者进行了探访。

“我们企业一直很规范 ， 只
要是政策规定的一定会发， 而且
本来就是夏季工作的一个福利，
我们早在年度预算的时候就把这
笔钱进行申报了 ， 除了高温津
贴， 还给职工准备了一些消暑的
饮料和用品。” 一位合资企业的
人力资源负责人介绍， 这是职工
基本的待遇 ， 企业不会任意克
扣。 记者随机调查了10名不同类
型 企 业 的 职 工 ， 结 果 显 示 国
有 和 事 业 单 位 等 高 温 津 贴 的
执行度都很好 ， 有的企业执行
了多年， 还通过职代会征求发放
消暑用品的建议， 而在一些非公
和个体经济， 高温津贴的发放则
存在难题。

“如果能多挣点钱， 高温津
贴有没有也没关系， 实际上老板
能不压工资 ， 按月发放就行 。”

快递员小蔡在一家快递点刚干了
半年左右， 对负责的辖区已经比
较熟悉 ， 可眼看着天气持续炎
热 ， 再加上跟承包片区的老板
“不对付”， 对方结算工资给的不
痛快 ， 他正打算辞职去做送餐
员。 “都是户外高温作业， 小蔡
觉得送餐员的收入明显比自己高
出一大截， 都是按件拿钱， 没听
说过高温津贴， 好像听说是有补
助， 不知道算不算高温的津贴。”
小蔡表示， 高温下工作真的不容
易， 有时候还没出门理货也弄得
满身大汗， 如果老板能更多一些
夏天的福利， 肯定也更让职工觉
得有干劲。

【投诉】
两包茶叶就想冲抵津贴

记者从北京市职工服务热线
12351获悉， 近期职工们关于高
温津贴的咨询量也明显增加。 有
的职工咨询津贴的发放时间， 有
的咨询津贴的标准今年有没有提
高， 还有的职工直接在热线中投
诉企业， 两包茶叶就想冲抵高温
津贴。

投诉的许先生是一名协管
员， 一年四季都在户外工作， 今
年月初他就听同事提起要发高温
津贴了， 觉得要是有这个福利也
不错， 结果 “就发了两包茶叶就
不管了， 我听说因为我们几个是
派遣过来的所以不发津贴， 而正
式的职工就有 。” 许先生介绍 ，
公司的负责人后来解释是因为他
和另外两名同事是劳务公司派遣
来的， 所以没有高温津贴。 对于
这样的答复， 许先生表示既气愤
也无奈， “本来也没多少钱， 在
哪工作就应该在哪里发， 现在因
为身份问题应该发而不发让人心
里很不舒服。” 在采访中， 记者
也发现， 像许先生这样没有高温
津贴的职工多半也就 “牢骚几句
就过去了”， 不会因为企业没有
发放高温津贴而和企业 “较真”。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 《劳动合

同法》 规定， 实际用工单位应当
履行的义务包括 “提供与工作岗
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劳务派遣
员工 ， 一些 “临时工 ” 等所谓
“编外人员” 享受不到高温津贴，
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过劳务派遣员
工申请高温津贴被辞退的事件，
这些行为都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
益。 按照相关规定， 只要用人单
位安排了高温作业， 企业、 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单位的劳
动者都可依法享受高温津贴。 高
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 （工资） 的
组成部分， 该发而不发属违法行
为。 未足额发放的， 视为拖欠或
克扣工资。

【执法现场】
超过高温仍作业易被忽视

去年7月13日下午 ， 市安监
局、 市人力社保局对位于通州区
的北京富力运河十号项目进行高
温联合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建筑
施工工地有无防暑降温各项措
施， 企业依照有关规定向劳动者
发放高温津贴情况， 以及为从事
高温作业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
料和必需药品情况等。

进入项目工地， 在一片空地
上摆放了茶水、 饮料、 藿香正气
水等防暑降温药品， 工人正在不
远处钢筋 。 执法人员看了看手
表， 显示时间为14点45分。 又看
了下温度， 37℃。

“工人现在就上班了？ 现在
温度为37℃， 地表温度肯定达到
了40℃以上， 而且这是钢筋混凝
土工地 。” 执法人员现场指出 ，
“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和人力资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联 合 发 文 ， 日
最高气温37℃至40℃时 ， 中午
12 点 到 15点 不 能 安 排 室 外 作
业。” 面对指出的问题， 项目部
的几名负责人表示一定会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

另外， 该工地的防暑降温清
凉饮品提供次数、 防暑降温点设
置均存在不足。 防暑降温投入相
关凭证、 明细不全。 总包单位未

对分包单位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
理， 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时， 工
程总包款没有专门设置高温津贴
项目， 并在工人的工资里没有全
面体现出来。 执法人员对查出的
问题下发了整改通知书， 责令限
期整改。

我市高温津贴的发放时间为
每年6至8月， 室外露天作业每人
每月不低于180元 ， 在33℃ （含
33℃） 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每
人每月不低于120元， 且防暑降
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
津贴。 此外，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
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 经
诊断确诊为职业病的， 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

市安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
安监部门还将继续联合人力社保
等部门严查防暑降温和高温津贴
工作落实情况， 对于主体责任不
落实， 标准低、 打折扣， 或以防
暑降温用品冲抵高温津贴的， 都
将被重点查处。

【职工建议】
高温津贴也建个增长机制

在走访中， 一些职工也就高
温津贴的发放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 “其实津贴只是一个福利性
的东西， 企业的自主性很大， 夏
季天气炎热， 企业的人文关怀也
很重要， 但都是结合自己的情况
来。 按照北京的规定， 是不低于
180元的标准， 有的企业肯定是
按照这个标准来了， 其实我个人
觉得效率好的企业应该多给， 或
者标准再提高一些， 也跟退休金
或者最低工资一样， 每年调整一
下， 现在物价水平也高了， 应该
有个增长机制。” 职工胡女士表
示 ， 近年来物价 、 工资都在上
涨， 高温津贴则多年未变， 显然
有所滞后 。 高温津贴是岗位津
贴， 本应该随着工资相应调整。

目前我国有29个地区明确高
温津贴发放标准， 从发放方式来
看， 包括北京在内的半数以上地
区按月发放， 天津等13个地区按

天发放。 目前北京发放的标准是
从2014年6月调整的， 室外作业
高温津贴金额从120元提高到180
元， 室内高温津贴从90元提高到
120元 。 在目前实施的地区中 ，
天津将高温津贴标准与年度平均
工资挂钩， 现行高温津贴标准为
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的
12%， 因此高温津贴标准每年都
会随之变化， 实行动态调整。

【律师建议】
企业支付津贴应形成规

范的制度

按照国家 《最低工资规定 》
的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高
温津贴。 同时， 用人单位以非全
日制用工形式用工的， 也要依照
规定支付高温津贴。 由于非全日
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在一个以上
的用人单位就业， 因此其高温津
贴应按小时折算支付。 此外， 高
温津贴是对劳动者在特殊劳动环
境下付出的额外劳动消耗所给予
的额外的必要补偿， 要以货币形
式支付， 不能以实物来代替。 同
时， 职工如果未按规定领取到高
温津贴，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
报投诉， 也可直接拨打人力社保
举报热线12333投诉。

但在实际中， 劳动者的维权
成本较高 ， 除了一些职工为了
“保饭碗” 不敢为高温津贴维权
外， 如果企业坚持不给津贴， 劳
动者非要较真去要的话， 完全按
程序走下来至少要３个月。 对此，
有律师建议应建立劳动者维权快
速通道， 对于金额较小的高温津
贴等劳动争议， 监管部门应积极
介入， 简化维权程序。 为避免因
高温津贴产生争议， 企业应依法
建立健全夏季高温费支付制度，
可由工会部门通过开展集体协
商、 签订集体合同 、 制定规章
制 度 等 方 式 ， 合 理 确 定 非 高
温 场 所 作 业 职 工 享 受 的 夏 季
高 温 费标准 ， 并明确本单位夏
季高温费发放的适用条件和具体
岗位工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