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6月份 ， 包括北京在内
的部分省市进入高温津贴发放
季。 对不少收入不高的户外劳动
者来说， 高温津贴是炎炎夏日里
一份实实在在的 “清凉”。 在这
样的天气里， 劳动者能拿到多少
钱的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对他们
来说意味着什么？ 记者对此展开

了调查。 （7月1日 《工人日报》）
高温津贴是每年夏季都绕不

开的话题。 因为， 一方面国家规
定，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
天气下 （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
上）， 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
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高温补贴 ， 这是一个法定的福
利； 另一方面这法定的高温津贴
落实成效并不令人满意， “缺斤
短两” 时有发生。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提出的三
个问题， 很有代表性。 一问： 有
多少高温津贴未达标？ 据记者采
访， 一些户外工作人员， 不仅拿
不到高温津贴， 甚至都没有听说

过。 尽管这是个别现象， 但是作
为用人单位， 却不能装糊涂。 没
有按规定发放， 不仅侵害了员工
的合法权益， 也是在 “非法” 用
工。 因此， 作为用人单位， 必须
心里清楚， 高温津贴不达标不是
小事。

二问： 一天领的钱能买多少
东西 ？ 这是一个发放标准的问
题 。 以 北 京 市 规 定 的 高 温 津
贴———180元钱为例 。 尽管有的
单位是按照标准发放。 可是， 诚
如一线环卫工所言， 现在的物价
跟10年前相比涨了不少 ， 180元
钱算下来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按
如此标准 ， 一天能拿到6元钱 ，
确实买不到一个西瓜。 可以说，

标准 “落伍” 难以让人满意。
三问： 能否根据物价水平动

态调整？ 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至
少已有28个省份明确了津贴发放
标准。 尽管标准各不相同， 但是
标准低且 “僵化”， 也让劳动者
不能真正地清凉起来。 高温津贴
标准该不该随工资、 物价水平的
变化进行调整？ 如何设置调整时
限？ 这些问题亟待解答。 无论怎
样动态调整， 均应坚守劳动者利
益优先的原则。

高温津贴， 作为一种法定福
利待遇， 不能在落实上成为老大
难。 而 “高温津贴平均一天买不
到一个西瓜”， 这样的津贴虽然
是在按 “标准” 发放， 但如此与

物价水平不搭 ， 也难言让人清
凉。 更别说， 一些用人单位不发
或少发 ， 再或者以物抵高温津
贴。 于劳动者而言， 或已经习惯
了这种不正常现象， 但却是法治
社会不应有的劳动用工现象。

更何况， 从安全角度而言 ，
高温天气不仅可能损害室外作业
人员的身体， 而且也极易引发安
全事故 。 有统计数据表明 ， 7、
8、 9三个月的安全事故占到全年
事故的三成还多， 对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
无论是用工单位， 还是劳动监察
部门， 乃至政策的制定者， 都应
该共同推进高温津贴的落实， 用
实际成效回答好上述 “三问”。

关育兵： 经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的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自7月1日起施行。 该条例对
当前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不文明
行为， 给出了明确具体的处罚措
施。 以法律的形式遏制不文明行
为， 使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有了
刚性。 需要注意的是， 法律讲求
的是证据， 这对于执法者来说，
也必定是执法要求的提高。 按法
律的要求进行惩戒， 这就对固定
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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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

□杨玉龙

高温津贴，不能在落实上成为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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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期待农民工的“好娘家”多多益善

■每日观点

“我的手机我做主”
应是手机使用常态

罗瑞明： 7月1日起， 《上海
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
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 正式施
行： 在坚守食品安全和不扰民的
两大前提下， 把过去一些无证无
照小餐饮收编为 “正规军”。 城
市管理难， 需要下足 “绣花” 功
夫 ， 既要考虑到城市的环境规
范， 又要考虑到人们日常生活，
将无证无照的小餐饮收编为 “正
规军”， 将两者有机结合， 也是
一种智慧， 不失为一种好策略。

用法律遏止
不文明行为

对无证小餐饮收编
不失为一种好策略

■世象漫说

所有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法规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17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明确， 今年降成本
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减税降费， 继续适当降低 “五
险一金” 等人工成本。 其中， 允许失业保险总费率
为1.5%的省 （区 、 市 ） 将总费率阶段性降至1%。
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7月1
日中新网） □朱慧卿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 明明一天没怎么用手机，
但是一查话费却发现， 流量用
了很多。 这很可能是你的手机
里有APP在偷流量。 那么， 到
底是谁在偷呢？ 你查过了自己
下载的所有App， 都没有发
现。 其实， 你可能忽视了那些
买手机时自带的一些APP， 也
就是 “预装软件”， 而且有些
预装软件还不能删除。 从7月1
日起， 大家不会再遭到预装软
件的困扰了。2016年12月， 工信
部印发了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
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今年从 7月 1日起施行 。
（7月2日 《每日经济新闻》）

由于长期以来不可卸载预
装软件、 流氓软件等情况的存
在， 而且相关的管理整治措施
滞后， 近年来手机软件市场争议
与质疑不断， 用户体验更是始
终未能得到充分尊重。

一款软件， 何时运行， 运
行多久， 同样应当根据用户自
己的使用需求来决定。 而现实
中许多手机软件处于 “关不
掉” 状态， 时不时地在后台自
己运行， 使用户的运行使用自
由遭遇侵犯。 对此， 新规规定
“应用软件未经明示且用户同
意， 不得开启应用软件”， 一
举关掉了手机软件后台运行的
“后门”， 将帮助用户实现手机
减负， 建立对软件运行使用与
否的决定权。

用 户 安 装 一 款 手 机 APP
后， 常常被要求索取通讯录信
息、 位置信息等， 而实际上这
些信息可能并非APP软件运行
的必要条件———过度索权是此
前手机APP暴露出的另一个严
重问题， 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等很可能因此遭遇威胁 。 对
此， 新规要求 “明确告知用户
应用软件收集、 使用用户个人
信息的内容等”， 即手机软件
的每一项权限索求都必须名正
言顺， 可以说将极大程度上限
制过度索权行为。

我们热切盼望新规施行
后， 手机软件市场得到有效规
范管理， 广大用户的手机使用
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让 “我的
手机我做主” 成为手机使用的
常态。 □侯坤

还不到早上9点 ， 设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的乌兰察布市外出
务工人员服务中心门口已排起了
一条长龙。 大厅里， 服务中心各
个窗口都紧张有序地办理着业
务， 等候区早已座无虚席。 （7
月2日 《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 农民工是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的一支主力军。 他们
不但用勤劳的双手增加了家庭收
入， 也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作
出了可贵奉献。 然而， 现实中，
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由于常年在
外， 在原籍办理缴费、 续保、 医
药费报销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困

难， 不利于他们在外安心工作。
因此， 作为家乡的父母官 ，

理应给他们提供各种亲情关怀和
热情服务， 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 让身在异乡的他们感到身后
有一股强大而温暖的力量在支撑
着， 从而从容地敢于面对前进路
上的任何困难， 敢于拼搏， 为家
庭、 家乡的奔小康多作奉献。

据了解， 该市是一个劳务输
出大市， 每年仅向呼和浩特市和
包头市输出的劳动力就在63万人
以上。 2013年， 市里成立了外出
务工人员服务中心， 在呼和浩特
和包头两市成立了办事处和16个

农民工党支部， 卓有成效地开展
了帮助农民工维权、 组织劳动技
能培训、 推荐就业岗位， 以及落
实城乡社会保险、 新农保、 新农
合的缴费、 续保和年检等工作。

毋庸置疑， 类似这样的农民
工的 “好娘家”， 肯定大受农民
工的欢迎和称赞。 也许对于政府
职能部门来说， 这不过是举手之
劳 ， 但恰恰是这样的举手之劳，
让我们看到了父母官应具备的责任
和良心。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应把
热烈的掌声送给农民工的 “好娘
家”！ 同时， 期待类似的农民工
“好娘家” 多多益善。 □和法堡

高温津贴，作为一种法定
福利待遇，不能在落实上成为
老大难。 无论是用工单位，还
是劳动监察部门，乃至政策的
制定者，都应该共同推进高温
津贴的落实。

斑马线， 人车相遇， 由此衍
生出两种常态： 车辆礼让行人，
或与行人抢行， 而后者常常是致
乱、 致堵、 致祸的原因。 礼让斑
马 线 是 对 生 命 的 尊 重 ， 也 是
城 市 文明的标志 。 鉴于此 ， 北
京青年报发起 “礼让斑马线， 守
护生命线 ” 活动 ， 探访繁忙路
口， 倡导车辆自觉礼让行人， 并
给予司机以礼品。 （7月2日 《北
京青年报》）

自打6月15日本市开展整顿
路口交通秩序以来， 机动车在人
行横道与行人抢道 、 不避让行
人。 行人、 非机动车闯灯越线等
违法行为有所收敛， 但并没有绝
迹。 特别是在晚上和没有执法人
员 的 路 口 ， 仍 然 是 外 甥 打 灯

笼———照旧 （舅 ）。 无论是机动
车遇人行横道不避让行人， 或者
是行人、 非机动车闯灯越线所带
来的后果是触目惊心的， 是血的
代价。 根据交管部门的统计， 仅
2016年全年 ， 本市发生的因行
人、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横过道
路未走人行横道、 通过路口未按
规定让行以及闯红灯等事故达
285起 ， 伤 237人 ， 死亡 103人 ，
因机动车遇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
驶或停车让行的事故也达37起，
伤21人， 死亡18人。

每一位出行者都会认为自己
一定会平安回家的， 因为是生活
在太平盛世。 可就在去年 ， 121
位活生生的生命就终止在本市的
道路上， 原因不是自己不遵守交

通法规就是肇事者违法。 血的教
训， 大家都应该汲取。 为了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必须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 。 一是作为一名司
机， 一定要时时处处绷紧遵守交
通法规这根弦， 决不能有一丝含
糊和侥幸心理。 特别是在通过斑
马线时， 应当停车礼让行人。 二

是作为一名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
骑行者和行人也必须严格 遵 守
交 通 法 规 ， 各 行 其 道 。 特 别
是行到路口时 ， 一定要注意红
绿灯的变化， 决不能闯灯越线，
与汽车争速度。 三是作为交管部
门， 应该加大执法力度， 对违法
者进行处罚。 □许庆惠


